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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传统音乐文化的社会功能及传承与发展 
林雄文 

（东莞理工学院  广东东莞  523808） 

摘要：我国党和政府对于国乡村振兴建设的主张和政策一贯秉承着大力支持的态度，将乡村文明建设置于乡村振兴的中心位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都处于崭新的历史阶段，乡村文明与乡村振兴的建设与发展必将成为值得各界广泛关注的社
会问题。在本文的论述中将乡村振兴和传统音乐文化相结合，研究传统音乐文化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进行自身能力的发挥，营造
良好乡村文化建设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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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已经成为了当下乡村建设的重点问题，

乡村振兴具有极强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有效推进当下乡村经济

文化事业的传承个发展。在建设的进程中应当将传统音乐文化和当

下的建设措施进行整合和提升，利用传统音乐引导乡村建设的良性

发展。 

一、乡村振兴战略实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新时期的乡村振兴是时代文明和社会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其中

包含着优秀的地区文化和传统文化，以及新时期中华民族彰显出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乡风文明

建设应当吸取原有的优秀传统文明，并将新时代文明融入进去，相

结合之下进行乡村振兴指导下的乡村振兴，不断展现当代社会下的

中国美丽乡村[1]。 

乡村振兴对于乡村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建设产业

兴旺、生态良好、治理科学、生活殷实的乡村生活是国家建设的重

点目标。良好的乡风文明有助于为乡村建设提供稳定正确的理论支

持，并且将乡风文明与乡村产业之间的发展相结合，促进地区产业

的建设，增强地区经济效益。乡风文明能够一定程上规范村民行为，

助力乡村思想道德水平的整体提升。 

二、当前我国乡村振兴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婚丧礼俗浪费现象大量存在 

农村地区婚丧嫁娶行为浪费现象严重，盲目攀比造成经济和资

源的严重浪费。“婚闹”现象在我国部门地区屡禁不止，甚至成为

“谈婚色变”的重要诱因。丧礼中浪费现象更为严重，乐队繁多、

花车接踵，悲伤的祭奠活动转变成互相攀比的工具，徒增亲人悲伤

之余更平添经济压力，影响社会风气。 

（二）乡风文明缺乏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撑 

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分别是人文、生产、生活、流通四个方面。

生产设施是农民经济来源的根本，生产设施的缺失直接影响农民的

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生活设施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一旦设施不

够完善，严重降低农民生活便捷程度和舒适程度。人文设施影响方

面主要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即乡风文明建设。流通设施则是

影响乡村与外界联系的纽带与桥梁，一定程度上对以上三者起辅助

作用。 

（三）村民的精神风貌和综合素质仍然薄弱 

部分村民的卫生意识与环境保护意识仍旧十分落后，农村存在

诸多脏乱差现象，对于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和资源保护工作造

成了极大的阻碍。同时部分农民的国家意识和集体意识欠缺，在生

产生活中往往只重视自身利益和家庭利益，社会责任感较为淡薄。

同时农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对科学技术的掌握程度不完善，生产

生活方式和习惯有陈旧古板的现象。由于农村生产方式特点，“农

闲”阶段，聚众赌博现象频发，甚至发生违法犯罪案件。以上诸多

因素均影响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2]。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传统音乐文化的社会功能发挥的必要
性 

（一）可以提升群众的审美水平，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音乐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其往往与诗歌、文章、绘画等联系

在一起，在音乐艺术的学习过程中不仅可以领略各种音乐风格的魅

力，同时也能对古典文学产生一定的认识。在乡村振兴的大环境下

进行传统音乐的弘扬和发展，能够有效陶冶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感受更为浓厚的文化艺术价值，有效提升村民的艺术鉴赏水平的艺

术气质。多方面了解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领略其间所蕴含的

美感，从而提升群众的审美水平，并且能够一定程度上提升村民们

的业余生活。 

（二）可以培养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进程中，音乐具有重要作

用，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世界范围内都能够找到音乐的

传承文化的影子，是强有力的思想情感表现形式。在乡村振兴的过

程中发挥传统音乐文化的作用，首先要对村民进行相应文化的教育

教学，引导群众明确一定的音乐知识，了解音乐发展的脉络和沿革。

在此过程中，群众可以深切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

长，激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进而培养其爱国主义精神。传统音乐

艺术的学习可以让群众更深刻的了解中华文化的厚重，了解祖先在

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辉煌成就，从而增强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

感，增强民族凝聚力[3]。 

（三）可以培养提升群众的道德品质，促进群众整体素养的提

升 

音乐艺术作为中国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历史文

化的影响较深，在表达形式和表现技巧上具有极强的特点，对于音

乐作品的认识具有较高造诣的艺术家，往往在道德修养、思想境界、

知识素养等方面也有极高的建树。因此，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展

传统音乐，可以引导群众在音乐学习的进程中产生积极作用，推进

自身的品德与修养有效提升。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要提升音

乐造诣，同时也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提升，这些思想在当今社会

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对于提升群众素质具有极大的积极影响。 

四、乡村振兴战略下传统音乐文化的社会功能发挥措施 
（一）促进传统音乐课程在中小学的开展 

音乐艺术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练习

才能卓有成效。因此，在中小学阶段开展音乐艺术教育以极为必要

的，让学生从小就开始接受音乐艺术教育，一方面能够有效提升学

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和音乐掌握水平，经过长期的训练和学习，学生

能够进行自身能力的有效提升，逐渐将音乐作为自身的兴趣爱好。

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更好的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培养学生对于音

乐的情感，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近年来，虽然

有诸多教育领域的人士号召在中小学开展传统音乐教育，但是尚未

取得较好的成果，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政府层面解决，教育主管

部门要号召各级学校落实音乐教育，即使无法作为主修的课程，也

要开展相关的选修课程，同时要鼓励学生自由结社，通过社团活动

的形式进行音乐艺术的学习和交流。 

（二）发挥各级文化单位的职能 

在群众中普及音乐艺术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需要各方面协

同努力，共同营造出良好的音乐艺术学习氛围。在群众中普及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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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然后用不同的强弱去对比左右两只手的节奏，慢慢练习后再加

快速度。 

2、《爆米花》中第 29 小节开始的多声部，以及 37 小节的 4/4

拍转 2/4 拍这里节奏的韵律感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关于多声部在练习时桑老师给出的建议是：乐句要分手练习，

需要特别注意指法问题，声部中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指法出现

问题，根据习琴者手指的能力去设定合适的练习指法会更容易演奏

乐句。其次是左右手的保持音要时刻检查有没有将音保留住。关于

节奏的韵律感问题，桑老师向大家做了将呼吸带入到乐句的示范，

并不需要刻意的去强调这里的重音记号会让乐句更好听。 

3、《漂浮在柠檬南瓜上的月亮》在第 17 小节开始，左手的小

连线是三个音一组，为什么要三个音一组写小连线呢？ 

桑老师对这个问题给予肯定，并向大家做了示范，她认为如果

按照音型来演奏，它的节奏很容易，但作曲家按照每三个音为一个

乐句来写的话，就会有一种在游荡着的感觉。 

4、《爆米花》第 9 小节，既有保持音又有跳音记号是什么意

思？ 

桑老师认为作曲家在这里想表现出的意图是，既想要表达俏皮

的感觉，又还想将它的俏皮留住一点，所以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记

号放在一起使用，并向大家做了只用其中一种记号的演奏和同时运

用两种记号演奏的对比示范讲解。 

二、结语 
笔者有幸能够聆听本次沙龙课程，收获颇丰，桑老师由浅入深，

无论从演奏角度还是教学角度都能够给大家以启迪，同时也深感从

事基础教育的钢琴教师们在面对这样具体又有针对性的实践教学

活动时是受益无穷的。一线教师需要有这样细致入微、生动灵活的

课堂来做示范教学，可以给一线教师们带来反思，能够更加规范和

完善自己的课堂。整场沙龙课程在热烈的气氛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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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技能练习，更多的是让群众了解中华民

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其修养的提升。各级文化单位要充分发挥

自身的职能，譬如公立的博物馆、艺术馆要定期举办音乐作品演出，

免费开放，让群众通过参观音乐作品演出，感受音乐艺术的美感，

提升其审美能力。此外，也要定期举办邀请音乐名家有针对性的开

展一些讲座或者免费培训，或针对中老年人，或针对学生，让群众

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参与音乐欣赏和音乐学习当中。 

（三）开展公益性音乐培训 

除了在校园内开展音乐教育和政府机构举办相关活动以外，还

需要集中其他方面的力量，利用多种形式扩大音乐艺术普及的范

围，进一步扩大音乐艺术在群众中的影响。譬如通过政府机构和各

级音乐协会的合作，开展“音乐艺术走进千家万户”的活动，无论

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选择一个区域，定期开展公益性的音乐讲座和

培训，由相关政府单位组织，音乐协会和一些音乐爱好者负责讲授，

让群众对于音乐艺术产生更深入的了解，积极参与到音乐艺术的学

习当中，从而在学习的过程中潜移默化收到音乐艺术所蕴含的思想

内涵的影响，促进群众素养的提升。 

（四）大力开展音乐作品展，开阔群众视野 

普及群众音乐学习活动，不能故步自封，闭门造车，应想办法

让群众打开视野，广泛吸收全国各地的优秀音乐艺术精髓。文化馆

可以通过举办音乐作品展的方式，努力引进外地艺术作品，让当地

的音乐爱好者学习先进经验，与水平更高的人进行相互交流。通过

举办书画名家作品展，也开阔了广大群众的艺术眼界，提高了他们

的欣赏水平，激发了音乐爱好的音乐热情和创作自信心。音乐展的

不断举办，必将极大地推动包括广大专业音乐家和群众音乐爱好者

的学习和创作活动，进而能够促进群众音乐创作队伍的不断扩大，

整体艺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结束语： 
音乐艺术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然成为了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不

仅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同时还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

思想内涵，音乐艺术的学习不仅可以培养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还

能陶冶人们的情操，提升人们的审美水平，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

同时在群众中普及音乐艺术也能促进群众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的

提升，促进群众整体素养的不断提升，从而构建更加和谐、更加文

明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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