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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音乐学习者的音乐审美教育： 

社会化方面 
◆伊琳娜·阿凡娜谢耶夫娜·索洛夫佐娃 1  顾一凡 2 

（1.俄罗斯联邦国家高等教育机构《伏尔加格勒国立师范大学》；2.《伏尔加格勒国立师范大学》） 

 
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的社会化问题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

都是及其重要的问题。А.С.马卡连柯非常重视这些问题。关于
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性论点，是由该伟大教育家的所有实践
活动证实并构成现代俄罗斯社会化理论基础的一个重要观点。只
有积极掌握社会环境、掌握作为社会关系典范的主要团队关系体
系，形成和捍卫自己对某些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立场，才能使一个
人成为一个完全合格和正式的社会成员[3]。但是，一个人在成长
中的积极性是需要调整和修正的。这样的修正是在教育过程中进
行的。 

现代社会文化条件下的社会化进程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
现代社会有着特殊的活力，首先表现为新形式的社会互动（社交
网络中的互动和通过其他互联网技术进行的互动），还有各种各
样的文化现象、以及其内容、形式和呈现方式。另一方面，在这
些动态变化的条件下，年轻一代的代表应该拥有使人道德基础、
生活状况稳定存在的价值观，掌握与他人稳定互动的方法。只有
通过与各种文化现象的互动，才能拥有如“尽善尽美价值世界”
一样的价值观。А.С.马卡连柯多次强调文化在社会化过程中的
作用。在青少年的教育活动中以游戏、接受和创造传统、使被教
育者理解调解不同团体成员之间关系道德规范、遵守礼仪规则、
以及有目的的对被教育者进行艺术培养的形式使青少年进入文
化世界。В.А.苏哈姆林斯基十分重视艺术对教育的意义，尤其
是音乐艺术对教育的重要意义[4]。 

自音乐艺术诞生以来，它已经发挥了社会功能。声乐和乐器
音乐伴随了一个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一个人的早期童年没
有音乐（摇篮曲）是无法想象的。音乐是所有节日的重要组成部
分—包括家庭节日（生日、婚礼、各种纪念日）、民族节日和国
家节日。李小舒强调了音乐社交功能的这一方面[2，16 页]。另一方面，
可以确认地说，音乐作品揭示了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社
会发展和人民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因此，有许多音乐作品讲述
了对祖国的爱，讲述了为了祖国所作出的壮举，这有助于形成具
有社会意义的重要品质，比如爱国主义。有一些音乐作品奠定了
公共服务、对国家和他人履行责任的理念。在中国，进行曲《学
习雷锋好榜样》很受欢迎。在这种音乐作品中（它不仅可以是歌
曲，还可以是歌剧）呈现出理想的形象，儿童和青少年可以在其
进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向其学习。除此之外，在音乐作品中揭示
了家庭关系、“师生”（广义上的）关系、不同年代代表之间的关
系、友谊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音乐在聆听和演奏过程中能够
将人们联系在一起，有助于人们共同实现具有社会意义和道德价
值的目标。 

参考音乐作品中的各种历史事件，能够使人了解这种或那种
社会现象、这种或那种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如
何产生的；帮助人们确定他们对这种或那种事件、现象的社会态
度；使得人们用某种特定的国家、社会、宗教、政治等团体进行
自我认定。 

应该指出的是，许多传统的民族音乐作品都有着严肃的哲学
基础。在中国这方面主要指的是儒家思想。这一学说的奠基人孔
子认为，音乐最重要的任务是协调社会关系。他在音乐美学中使
用关于音乐的文字表达“哀而不伤，乐而不淫”阐述了“中庸”
的原则。在教育方面，这一原则的重点是培养表达情感的克制，
包括那些由社会重大事件引起的情感和情绪。在音乐中实施的
“中庸”原则应该扩展到社会关系和社会中人的行为。孔子认为，
音乐应该使人们接受社会所接受的道德规范，从而有助于他们和
谐地融入社会关系体系。按照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学说，善良和美
好应当在音乐中结合起来，同时，对于有道德价值和社会重大意
义的理念，音乐作品的美学形式应当只是一个有价值的“外壳”。
在儒家思想中，也提出了一个理想人物的形象，其生命的目的是
为公共利益思想服务[1]。 

因此，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如下： 

音乐艺术是个人和社会重大事件、传统、仪式的重要组成部
分，允许在情感上包括年轻一代的代表； 

在音乐作品中揭示了社会关系的所有主要方面； 
在声乐和乐器音乐作品中表达的道德理想，在社会化过程中

可以引导孩子、青少年、年轻人； 
聆听和表演音乐作品有助于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的形成； 
音乐作品揭示了具有道德价值的社会重要思想。 
鉴于上述情况，可以认为，正确组织音乐美学教育有助于解

决年轻一代有目的的社会化任务。然而，只有当儿童、青少年、
大学生熟知的音乐作品具有以下特点时才能实现这一点，首先这
些作品真正具有文化和道德价值，其次这些作品符合被教育者的
民族文化特征，再次这些作品对于被教育者个人而言是熟知的，
需要被教育者不仅仅知道这些作品，而且要明白这些作品具有的
意义。 

目前，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大规模进程最
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广大人口群体的精神文化。在这一方面音乐美
学教育具有重要作用。按照中国研究人员的观点，正确的音乐美
学教育不仅可以改善人的精神世界，还可以改善社会关系[2; 5]。 

在中国，学习者有一个涵盖了教育所有层级的音乐美学教育
体系。已经为普通教育中学研究制定了音乐作品清单，其中包括
民族民间音乐作品和古典音乐作品（比如，京剧），以及世界音
乐经典作品。为大学生在校园内举行民族音乐和西方音乐讲座。
这些讲座不仅具有信息性和教育性，而且还教导学生理解音乐作
品，“发现”音乐作品中的文化和社会意义。为青年大学生举办
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的音乐会，旨在创造和发展他们的审美情
趣；不但在努力邀请著名表演家参加这样的音乐会，而且也在努
力邀请可以教导年轻人从美学观点分析音乐作品的权威专家参
加这样的音乐会。音乐美学教育在解决大学或学院或学生城内
（校园）关系文化形成的任务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关系不仅可
以在学习活动过程中发展，而且也可以在共同休闲活动中、在人
际交往系统中发展。总体而言，音乐美学教育被当做大学生职业
教育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来进行研究。 

然而，现代中国学生的音乐美学教育存在严重问题。这些问
题包括由于“开放”政策和社会经济变革，民族（民间和古典）
音乐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下降。比如，现在，青少年和年轻
人对传统类型中国戏曲的感兴趣程度极低，中国戏曲能够使得人
们形成道德准则、提供社会互动不同情况下的理想行为模式。在
年轻人的审美偏好中—通常不带有道德负荷和文化意义的西式
流行音乐更受欢迎，但最初是用于娱乐。除此之外，这样的音乐
常常有悖于民族精神、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在考虑到现代社
会文化现实的儒家美学的帮助下可以促进上述问题的解决。 

应当指出，音乐间接影响着社会化进程，音乐通过发展人理
解声乐作品和乐器演奏作品抒情主人公的感觉、心境、抱负来保
证对他人产生同理心，这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十分重要；音乐通过
使人形成审美感，从而促使人拒绝包含反美学元素的社会现象和
社会关系；音乐通过培养音乐学习者的创造能力，使他们能够在
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系统中表现出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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