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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在地方高校声乐教学的传承 
廖  娟 

（黄冈科技职业学院  湖北黄冈  438000） 

【摘  要】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文明成果不计其数，而古典诗词歌曲无疑是其中闪耀的组成部分。古典诗词歌

曲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将对于社会生活的情感体验用诗词歌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展现人文历史风貌的一

种艺术形式。当今社会，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多，在教育等各个领域也都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古

典诗词歌曲因其独特丰厚的内蕴，可以将其运用到高校的声乐教学之中，促进声乐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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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社会多元文化冲击的背景下，需要树立正确积

极的文化理念。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可以运用到高校声乐教

学中，通过对古典诗词歌曲的学习和了解，可以看到许多

值得汲取的地方。在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继承中，汲取优秀

的营养，同时与当今社会的发展相结合，创造出更加适应

当今社会需要的艺术课程。因此，在高校声乐教学中，必

须广泛运用中国古典诗词歌曲，了解它的来源、特点，更

好地促进现代高校声乐教学的发展。 

1  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概念及发展历程 

1.1  含义 
对于“中国古典诗词歌曲”这一概念的定义还没有明

确的结论，学者对此都表达了自己不同的观点。从宽泛的

角度来讲，只要是古典诗词，配上音乐曲调可以进行演唱

的歌曲，都可以称之为中国古典诗词歌曲。从狭义的角度

来讲，指的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用古诗词作为歌词的

作品。本文从宽泛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古典诗词歌曲。中国

古典诗词歌曲可以分为原词原曲和原词今曲。古典诗词歌

曲历史较为悠久，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等

各方面影响，且有的由于时代久远，因此在流传过程中可

能有所缺失和改变。原词原曲指的是明确的知道这首歌的

词和曲都为同一人所作，或者是在同一个时期创作，词曲

保留到今天，具有当时的原汁原味。流传极广的、具有代

表性的当数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其中明确的标注了

词曲作者。另一种原词今曲，从名称上可以看出指的是词

曲创作不是同一年代，是近现代艺术家以古典诗词为词，

运用现代作曲技法，结合传统的音律等创作出来的歌曲。

文化艺术是要古为今用，要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因此，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当代艺术家继承传统并不断创新，以

古典诗词为词，融入现代曲调，配合现代乐器，产生了许

多符合实际的古典诗词歌曲，如今深受欢迎。 
1.2  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发展历程 
古代歌曲是随着人们劳动而产生的，在劳动过程中，

人们产生对劳动过程的体验，自身的情感和体悟反映在歌

曲之中，在发展过程中流传下了许多劳动歌曲。一些歌曲

的记录也在一些神话传说中出现，例如，歌谣《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首歌谣反映了先民们在

狩猎时的场景和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在古典诗词歌曲的

发展过程中，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在西周时期，

经济发展并重视文化的发展，在礼乐制度方面设立了专门

的音乐机关，这对音乐的流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春秋

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

繁荣，在古典诗词歌曲发展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孔子收集

编纂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的诗篇都是可

以进行演唱的。在战国时期，楚国屈原创作了《九歌》。

秦汉时期、汉代时期都对诗词创作作出了贡献。汉代整理

诗集，留下了《乐府诗集》，至今许多诗歌还在广泛流传。

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经济更加繁荣，在乐曲的艺术

形式方面更加丰富，文人的文学修养造诣深厚，而随着隋

唐对外开放的扩大，也吸收了许多西方民族的艺术上的成

果，出现文化繁荣的局面。在近代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民

主人士对古典诗词歌曲进行创新性继承发展，学习西方作

曲技巧，创作古典诗词歌曲。既保护了古典诗词，也更好

地将其传播。许多歌曲还编入到教材之中，有利于优秀文

化的传承。 

2  目前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在地方高校声乐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 

2.1  对于中国古典诗词歌曲课程重视不够 
在一些地方院校中，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对于

文化艺术的发展重视不够，在声乐教学中没有很好地利用

古典诗词歌曲，在人力、财产等方面缺乏，使得古典诗词

歌曲在地方高校中难以得到推广和使用。在一些院校中，

由于师资力量薄弱，经费不足，因而很少有演出团队到学

校举行大型演出会活动，导致在古典诗词歌曲的发展在高

校中显得滞后。且在学校中教学学习任务重，因此地方高

校与古典诗词歌曲的交流融合较少。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内

容丰富、蕴藉深厚、范围广泛，一些学生因对其了解不深

入，在内容和范围上都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单是从字面

来进行理解，不能把握深层意蕴。古典诗词歌曲不仅仅是

一类声乐体裁，而且还是涉及到广阔的领域范围，其中包

括音乐学、乐器、文学等各个领域。古典诗词歌曲、词曲

是不能分开的，也即是文学和声乐是密切联系的。因此，

要更好地在声乐教学中进行古典诗词歌曲的学习，必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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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系统研究，了解发展历程，将其作为一门学科课程进行

讲解，实施深入教学。在高校中出现一些问题，即在声乐

专业中，原词今曲类深受学生喜欢，因其现代化的曲调，

旋律和谐，符合学生的现代习惯，而且原词今曲的数量相

较而言较多，且音像资料丰富，因此受到学生欢迎。相比

较，原词原曲的受众范围较小，传承难度较大。综上所述，

受众范围的不一，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导致高校对

中国古典诗词歌曲重视不足。 
2.2  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教材选择不一 
在对一些高校的调查中，对于在教学中古典诗词歌曲

的选择方面，一些教师表示有大部分是从各种声乐教学的

曲谱中选择一定的歌曲，这些现象说明，在高校中没有专

门的古典诗词歌曲教材，因此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出现混

乱的现象。且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学习理解只是局限于诗词

歌曲的演唱，而对于诗词歌曲的内涵、来源背景没有进行

深刻的了解，因此在学习的韵味上表现不足。且由于学生

理解不足，因此在演唱过程中难以把握，内涵把握不到位，

在演唱的技巧方面存在有不足。 

3  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在地方高校声乐教学中传承
的策略探索 

3.1  加强在高校中的实践推广 
应发挥各大高校的优势，在开设声乐专业的各类高校

中，充分利用学校的有利条件，充分展现学校优势。例如，

在高等音乐院校中，设施较为先进，在开展音乐演出活动

方面也较有优势，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专业场所等。专

门的艺术院校在学科门类和专业方面，相较而言比较细

致，在声乐教学中涉及的学科门类众多，有利于学生学习

更多的音乐专业知识，在作曲、乐器等各方面知识掌握深

厚，有利于了解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深入，对于演唱

的技法方面也较到位。还可以利用丰厚的师资，组织举办

各种讲座活动，促进知识的理解深入。在培养师范类的院

校之中，主要目标是培养音乐教师，对中国古典诗词歌曲

的传承影响深远，因此要对学生进行文化的传承意识培

养，不仅掌握丰富的学科理论知识，而且需要拥有较多的

教育理论知识的掌握，了解学生心理状况，而且更加强调

学生的实践，要拥有足够的实践能力。在综合类大学的音

乐专业中，需要不断加强对专业师资的完善以及对基础课

程的设置，不仅要掌握声乐专业知识，还要掌握教育教学

水平以及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综上所述，应不断加

强高校的教学实施，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各类院校中发

挥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价值。 
3.2  开设公共课程 

在声乐教学中，为了加强对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重

视，必须开设系统化、专业化的课程。首先要解决的是公

共课程的师资问题，声乐教学是专业化的课程，要求教师

有专业的功底修养。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是需要演唱出来，

需要在过程中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影响，还要把古典诗词歌

曲中的文学意蕴传达给学生，因此需要教师有着丰厚的文

化内涵修养和专业的技能技巧，对教师的要求较高就需要

对教师进行专门培训。在高校的经费投资方面，要加大对

教师培训的支出，进行系统专业培训。对于学生而言，学

生系统学习公共课程，可以更加深入全面了解古典诗词歌

曲的文化渊源，了解诗词背后的意义，提高学生对古典诗

词歌曲的热爱，增加自身修养，提升学生审美情趣。在课

程教学中，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可以借助电视媒体进行广

泛传播，在央视特别播出的节目《经典咏流传》，对中华

优秀诗词加以传播，加强学生实践能力。 
3.3  重视古典诗词歌曲的教材编写 
要想将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更好地融入到声乐教学中，

必须重视对教材的编写，形成系统化、专业化的课程。一

方面，应对重视理论部分的编写，让学生了解古典诗词歌

曲发展过程，诗词歌曲背后的意义等，掌握丰富的理论知

识，才能更加地发展古典诗词歌曲，促进现代化的更好融

合。另一方面，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注意古诗词发生

的历史顺序，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曲谱的作品后还应

有相辅助的作者、背景介绍等各种资料。以上我们可以看

到教材的编写涉及到音乐学、历史、作曲等各个领域。因

此在编纂过程中需要有各个领域的专家组成编写团队，才

能使得教材编写更完整、权威。 

4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具有漫长的发展过程，

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在当今具有很大的艺术价值。

在高校声乐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古典诗词歌曲的受众

范围狭窄，高校对其重视程度不够，因此，针对种种问题

需融合多方力量加强对其的研究实施。应不断融入古典诗

词歌曲的教学。目前在一些高校存在着一些问题，应开设

公共基础课程，培训强大师资力量，规范中国古典诗词歌

曲教材的编写，更好地发挥古典诗词歌曲在当今社会的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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