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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铜鼓是广西特有的少数民族打击乐器，铜鼓音乐以其独特的音乐魅力，在广西少数民族民俗礼仪与节庆活
动中得到传承和发展。文章对潜藏在铜鼓音乐中的音乐元素进行深入剖析，探寻其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
传承发展与交融创新，为中小音乐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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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是我国南方古代濮越人创造的一种打击乐器，迄

今已有 2700 多年历史。广西西北部和贵州南部接壤的红
水河流域是保留铜鼓文化最丰富的地区，壮侗语族的壮
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以及苗瑶语族的苗族、瑶
族和属藏缅语族的彝族等民族，至今还在节日庆典和喜丧
祭祀等日子，击打铜鼓庆贺或悼念，这一风俗沿袭至今。
壮族祖先创造的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铜鼓，被称为
“铜鼓艺术高峰期代表”。广西壮族人民每逢三月三和春
节等节庆，便敲起铜鼓、唱起山歌、跳起舞，可见铜鼓是
壮族人民节日庆典中必不可少的打击乐器。 

1  铜鼓音乐的艺术特征 

壮族铜鼓音乐主要流行于红水河中域的东兰、天峨、
南丹等壮族聚居区，用于蚂拐节、春节、歌圩节、婚庆、
丧葬等相关的群聚场合。其演奏以多声部的形式呈现，公
鼓与母鼓相互配合演奏。壮族铜鼓没有具体音高，由于铸
造工艺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音色。铜鼓节奏常以固定音型
为主，采取变奏的方式呈示音乐，每次演奏均在上一次节
奏呈示的基础上作新的节奏变奏，产生新的节奏型。有的
铜鼓音乐从演奏伊始至结束，变奏 27 次之多，节奏多样，
是壮族人民民族民间音乐的瑰宝。 

2  壮族铜鼓音乐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价值 

在很多壮族村落，每当农闲之时，相邻各村的农民常
会聚集在村郊的山头赛铜鼓，青年男女们一边观看赛铜
鼓，一边唱山歌，以歌传情，以歌会友。可见铜鼓音乐在
壮族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作为壮族的特色乐器——铜
鼓，其蕴含着独特的地域特色与音乐色彩。 

2.1  提升中小学生的民族音乐素养 
民族音乐素养是中小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部分。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
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出要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扎根，引导学生爱国、爱党、
爱民族、爱社会、爱人民。笔者认为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可以利用地缘优势与区域文化优势，立足本土，挖掘与利
用中小学生熟悉的铜鼓音乐语言，提升课堂教学效率与教
学质量。 

2.2  传统文化在中小学生音乐教学中的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发展 

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自信心，
是当今音乐教育的热点话题。立足“中国之根，民族之魂”，
挖掘广西本土特色的铜鼓音乐文化，用学生熟知的民族音
乐语言，立足本土音乐传统文化，创编广西地域、民族特
色的音乐作品与教学案例、素材，通过铜鼓音乐元素的创
编与再运用，在第一教学“主课堂”与第二教学“艺术实
践课堂”中实现铜鼓音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发展，
形成具有广西本土地域特色的中小学音乐教育体系。 

3  壮族铜鼓音乐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传承发展 

铜鼓为壮族特有的打击乐器，其内含的音乐元素为壮
族民族化音乐语言之一。将铜鼓音乐元素融入中小学音乐
教学，因地制宜地运用当地的特色乐器和特色音调进行教
学，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教学中落实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新思想、新观念，在厚
植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传承与发展民族民间音乐
文化中落实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根本任务。 

3.1  融入民族化和声的教学 
现今的中小学音乐教材立足于中国传统音乐，有些少

数民族地区还将本民族的优秀民歌引入中小学音乐课本，
在课堂中传承与发展民族民间音乐，这无疑在旋律配弹方
面会出现大量的五声、六声、七声音阶。民族化和声的教
学成为中小学基础教育的重要教学内容。众所周知，中小
学音乐教师教育分两个层次，一为高师学生，即未来的中
小学音乐教师；二为中小学音乐教育领域的一线教师，担
负着教书育人，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培养社会主义全面发
展的接班人。 

笔者认为，在中小学音乐教师教育中强化民族化和声
的教学，要引导学生如何立足所学的传统功能性和声基础
上，运用换音、附加音、省音等手法构建五声性调式和声
之外，还可以创新性地运用铜鼓音乐素材加强对民族和声
的学习。如在教学中运用不同题材的铜鼓音响，让学生感
知五声性调式和声特有的音响魅力。让学生在运用二度音
程、四五度音程等非三度叠置和弦结构，模拟构建铜鼓音
响时，感受民族和声特有的色彩与韵味，打破故有的大小
调体系和声音响概念。进而在铜鼓音响模拟创作中学习五
声性调式和声的二度结构和声手法、四五度结构和声手法
以及反向的线性结构和声手法，为高师学生掌握五声性调
式和声以及为五声性调式旋律的配弹，起着重要和积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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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多声部节奏的教学 
“铜鼓在壮族的蚂拐节中起着伴歌节舞的作用。在跳

蚂拐舞时，人们随着鼓声节奏或进或退，或蹲或举，铜鼓
声又起着节奏的作用”。可见节奏在铜鼓音乐中的重要性。
铜鼓作为打击乐器，有其独特的节奏型，东兰壮族常把一
面公鼓和一面母鼓配对，将音高、音色不同的四面鼓放在
一起敲击，发出不同的音响，形成多声部形态，由于不同
公、母鼓敲击节奏不一样，四声部叠合形成多声部的节奏
形态，利用东兰壮族铜鼓音乐多声部的音乐特点，可以将
之运用到视唱练耳的多声部节奏教学中。通过铜鼓音乐的
节奏听辨与模仿，训练学生对多声部节奏的掌握。 

 

上例为四面铜鼓在演奏时形成的多声部节奏，在教学
中可以让学生从上述的原生态铜鼓演奏谱例中以读谱的
形式，采用手脚并用的方式拍打出上述谱例，感知原生态
铜鼓音乐的韵律与多声部节奏的特点。此外，还可以采取
听辩的方式让学生从原生态的铜鼓演奏中，模仿所听到的
节奏，通过手、脚、身体的体态律动，展示所听到的多声
部节奏，在训练学生多声部节奏的听辩能力的同时，训练
学生对立体节奏的把握，更好地开展多声部节奏教学。如
下例的铜鼓演奏听辩，可以训练学生对多声部节奏的掌
握，同时可以通过分声部的听辨，感知每一个横向声部的
节奏特点与纵向立体节奏的重叠与交错，这无疑对训练学
生的多声部思维与对多声部节奏的掌握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音乐素材听辨上，除了采用上例的原生态铜鼓音乐
素材，还可以采用以下创作的铜鼓音乐素材进行有目的的
训练，如在听辨多声部节奏的同时关注其和声构成，感受
民族和声的音乐特点。如下例运用创作性的铜鼓音乐素材
进行听辨训练： 

 

上例为重奏作品中钢琴声部的铜鼓音乐素材听辨，教
师可以采用指定声部的听辨，让学生在多声部音乐作品中
提取铜鼓节奏进行听辨，这无疑对训练学生多声部思维以
及对多声部节奏的掌握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3.3  二度音程的教学 
“壮族民歌喜欢运用大二度，当地歌手谓‘两音相糍’

‘要唱得像蜜蜂嗡嗡一样的声音’”，可见壮族人民对大二
度的偏爱。铜鼓音乐元素在二度音程教学中的运用主要体

现在乐理的音程教学与视唱练耳的听辨训练中。和声性的
二度音程在西方音乐体系中被视为不协和音程，在音乐创
作中往往被慎用，而在壮族地区，由于民族的审美特点与
需要，崇尚二度音程之美，尤其在广西二声部的山歌中，
时常听到和声性的大二度，大二度已成为广西壮族音乐的
特性音程，出现在各类山歌和创作歌曲中。因此在壮族地
区，可以利用当地熟知的铜鼓音乐进行教学，让学生从熟
悉的铜鼓音乐中理解旋律性二度音程与和声性二度音程
在音响上的特点与构成上的区别，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学习
二度音程的内涵，加深学生对二度音程的理解。 

4  壮族铜鼓音乐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交融创新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基础教育的新课
程标准也随之调整。“新课程对学生的全面发展给予新的
阐述与定位，突出的特点是新课程由单向走向多元、综合
与均衡。”即每一门课程目标均体现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过程与方法、知识与技能三个维度的有机结合。壮族铜鼓
音乐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交融创新主要体现在壮族铜
鼓音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发展的方式。其创造性转
化主要通过音乐创作、音乐教学、音乐展演等途径展开。
其创新发展主要通过音乐创作与音乐教学两个维度展开
论述，主要通过不同音乐文化的相互交融与创新，即壮族
铜鼓音乐元素与壮族多声部民歌、瑶族多声部民歌、仫佬
族民歌、毛南族民歌、仡佬族民歌等广西不同少数民族音
乐的融合与创新运用，创作系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彰显
民族特色、地域色彩音乐作品以及论述壮族铜鼓音乐在基
础教育中的传承保护与交融创新，为区域民族文化的传承
保护与交融创新的机理研究与实现途径提供一定借鉴与
参考。 

5  结语 

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运用壮族铜鼓音乐元素，以美育
人、以美化人，积极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引导学生自觉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
素养，增强文化自信。在“感受与欣赏”“表现”“创造”
“音乐与相关文化”课程教学版块中巧妙运用广西民族民
间音乐元素，以“引导”“对比”“创编”的方式，深化课
程教学内容。同时引导学生运用广西少数民族特色音调与
铜鼓音乐元素进行创作，用学生熟悉的民族音乐语言深化
知识点教学，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在厚植本土音乐文化的同时，培养中小学生的民族音乐素
养，为边疆地区基础音乐教育改革与中小学生民族音乐素
养的培育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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