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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广西少数民族音乐进中小学课堂的实践教学调查与研究 
◆张  倩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省南宁市  530006） 

 
摘要：新课标中指出“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应将我国

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作为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少

数民族众多，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丰厚浓郁。将壮族嘹歌引进到当地的中

小学音乐课堂中，对课堂的教学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发现教学中的不足，

提出了具体的教学改进途径，让更多优秀的少数民族音乐在校园里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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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音乐教育的
重视度也越来越高，音乐课堂的教学内容也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
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地方音乐文化传递着地方文化，地方本土的
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曲、民间戏曲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都会反
映出本土的社会历史发展，流露出真实的乡土感情。壮族嘹歌是
流传在广西百色右江流域的一种多声部民歌，是壮族宝贵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壮族文化的丰富内涵。 

一、教学现状调查 
新课程理念改革离不开对音乐实践的探索，要深入教学实践

中去了解教学实施现状，转变教学观念，令音乐课程资源多元化。
广西政府以及教育部门都十分重视壮民族嘹歌音乐的传承与开
发，尤其在百色市的平果县，各学校的教师与学生都积极进行实
践。平果八中作为嘹歌的传承基地，具有代表性，嘹歌文化底蕴
丰厚、艺术氛围较浓。课堂教学内容为嘹歌文化知识与嘹歌教唱，
嘹歌文化知识部分利用多媒体进行课件教学，教学方式为口传心
授。教材以歌书《平果嘹歌》或教师创编的嘹歌为主，教师选取
具有教育意义的歌词进行教学，还会根据学生生活实际创编关于
歌颂国家、感恩父母、督促学习的嘹歌进行教唱，达到音乐育人
的作用。民族音乐进课堂不设置科目考核，但是会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节目表演等实践活动。学校不定期会有嘹歌专家，歌王来进
行教学指导，如 2017 年 5 月 15 日，中央电视台民族艺术节目组
导演王聪，平果嘹歌民俗专家农敏坚，平果哈嘹乐队主唱黄晓琼
到平果八中指导嘹歌教学工作；2017 年 5 月 24 日，平果壮族嘹
歌歌王莫掩策到校指导教唱，并指出了演唱技巧方面的不足，这
种交流指导的形式不仅为中学生更好的学习壮族嘹歌具有指引
作用，更促进了壮族嘹歌的发展。 

二、实践教学中的不足 
（一）缺乏本土音乐校本教材。目前广西中学音乐课上使用

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音乐》2013 版，为公用课本，音乐教
材里面传统的中国音乐文化为主要教学内容。在地方音乐教材方
面，缺乏针对初中音乐课堂的、系统的、科学的、本土的校本辅
助教材，忽视了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学生差异性。地方音乐教材应
当由地方音乐教育工作者挖掘，在人教版的基础上，适量渗透教
学。教师选取嘹歌歌书中片段教学，具有主观性，缺乏系统性的
安排，教学内容也相对局限。 

（二）缺少专业的壮族嘹歌教师。很多中学的音乐教师虽然
会唱嘹歌，能教学嘹歌的最基础知识，但演唱技巧上还不够老一
辈嘹歌歌王娴熟，真正懂嘹歌，精通嘹歌的老师却只有一两个，
缺乏专业的嘹歌教学师资团队。现在仍有少部分教师不习惯运用
多媒体来教学，制作课件感觉麻烦，并且对课件软件应用有困难，
不能充分利用好教学资源。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和民族音乐教学
有关的可利用的教学资源，若是能够利用好网络资源，查找壮族
嘹歌相关资料、音频视频来丰富民族音乐课堂教学内容，那对实
际教学是比较便利的。 

（三）课堂教学模式单一。课堂实践中发现，教师是在重复
的教唱民歌，学生也规规矩矩的进行学唱，注重歌曲整齐划一，
没有器乐伴奏，音乐表现力较弱，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感不强。
这种单一的教授模式，学生的代入感弱，民族音乐的真实美感表
现缺陷，很难领略壮族嘹歌的魅力。另外，嘹歌作为原生态民歌，
即兴而歌也是嘹歌一大特色，而在课堂教学的实践调查中发现，

教师忽视了嘹歌的创编教学，很少让学生针对歌曲进行创编活
动，缺少了课堂上学生的参与互动，不能更好的激发学生们的学
习兴趣。 

三、教学改进途径 
（一）开发本土民族音乐教材。为了促使广西优秀的少数民

族音乐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传承与发展，结合中小学音乐课程来
编写校本教材是最有效的教学途径。开发嘹歌教材是对教学大纲
和计划的补充，除教育部专家外，优秀的广西当地教师也可以积
极参与教材的编写。教材注重章节衔接，按层次承上启下，结合
常规音乐课，从实际出发，深入采风，整理曲谱资料，插入相关
风情文化照片，利用好音频、录像等手段来满足辅助教学需求。
壮族嘹歌有用原生态方式演唱的，有民族声乐风格演唱，现下有
加入通俗元素重新演绎等多样形式，教材中可以选取不同风格的
作品，以及优秀的创新作品。可采用现代的五线谱或者简谱来编
写教材，融入壮族民族文化和壮语教育，方便学生更好的理解和
学习壮族音乐的内涵与情感。 

（二）培养教师嘹歌专业技能。音乐师资队伍的专业素养高
低，与民族音乐在中小学音乐课堂的传承能否顺利有着直接的关
系。增强中小学生传承和保护民间音乐的信心，我们需要培养一
批壮族嘹歌教师。通过教师自愿报名或者学校优选的方式，把教
师们集中起来培训，可以侧重嘹歌的演唱技能与嘹歌文化知识培
训。教师作为文化传播者和弘扬者，要注意把握对壮族文化的理
解与教育，把握壮族语言的独特魅力。学校可以经常邀请民间艺
人及专家来进行定期的教学与讲座，还可邀请嘹歌的音乐团体来
学校进行表演活动，让学生们在校园里也能感受到少数民族音乐
的气息，在交流中切磋学习。还可以挖掘高校毕业生中相关的人
才资源，担任教学工作，壮大嘹歌的师资队伍，为中小学音乐教
育注入新鲜血液。另外，中小学音乐教师也要不断加强自身的专
业技能，提高教学能力，灵活运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及时更
新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三）丰富民族音乐教学形式。少数民族音乐进课堂的实施
主要在于课堂的实践教学，需要教师与学生共同配合来达到教学
目标，离不开师生间的互动。在音乐课堂的实践教学中，教师除
了基础的民族音乐教唱外，还应以学生为主体，开发丰富的教学
内容，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
学生在音乐课堂的参与感，避免教学形式单一化。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歌词创编活动，或选择增加壮族标志特色
舞蹈动作教学或形体律动，把嘹歌融入器乐教学，如钢琴、打击
乐、吉他、沙锤、铃鼓等来丰富艺术表现力。另外，在民族音乐
的表现形式上，可以加入独唱、合唱、小组唱、重唱等，提升民
歌的整体表现力和演唱效果。 

总之，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融入中国优秀少数民族民间音
乐，体现了对多元民族音乐文化的尊重，增加了民族自豪感和民
族认同感，符合当今社会建设文化强国的使命要求。我们要努力
发挥音乐教育的艺术传承功能，让民族精神在青少年一代继续传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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