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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教育视域下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反思 
冯小凡 

(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芜湖  241000) 

摘要：为促进母语的音乐教育发展，我国音乐教育界提出“母语音乐教育”的口号，目的在于建设文化产业，保护传统音乐。在全球化的

今天，多元文化发展已是主流，重视本国本民族文化也是国家发展的重点方向，为了更好推动母语文化发展，从后现代思想出发，以学校

音乐教育为主，让学生对本国的文化有充分认知，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是 21 世纪教育界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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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音乐教育发展史，近代音乐教育开端于学堂乐歌，在

甲午中日战争后，封闭的大门被迫打开，不同国家的文化输入到中

国，尤其是西方的文化思想，当时资源匮乏的音乐界开始吸纳这些

音乐思想以充实自身，由此，近现代的音乐教育开辟了一条道路，

但这个充满西方科学化的思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使我们无法学

会自立，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一代代，形成了欧洲音乐中心的体系，

当学者们察觉时，这种思想已经根深蒂固，难以根除。那么面临这

种失语的境地我们该如何自处，本文欲从母语教育角度对中国传统

音乐教育进行反思，希望可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一、母语教育的核心思想 

（一）母语教育的语言性 

母语这一词最初来源于语言学中的一个名词，其含义是指“人

在幼儿时期通过和同一种语言集团其他成员的接触而正常的掌握

的第一种语言”[1]。对于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来说，母语并不单指

普通话的汉语，更包括了所有民族的语言。母语作为第一语言，将

文化以语言形式一代代的传承下来，这也是精神和生命的延续，我

国母语教育的语言性在狭义上指语文学科教学，广义上则是指提高

学生的语言学习能力。无论是国家还是民族，其音乐都与语言息息

相关，语言的不同导致了不同地区的音乐文化各具特色，母语音乐

也是建立在第一语言基础上的音乐。 

（二）母语教育的文学性 

文学是语言艺术，通过对话言的加工，以语言的形式来表达思

想、传播文化。在文化形态之中，作为精神文化的一种表现，文学

是一种更高的悬浮任空中的意识形态。相对其他文化要素而言，文

学起着统领的作用，是一个总纲。如就《四库全书》中的各部而言，

经、史、子、集各有自己的体系，基本概括了中国文化的诸多方。

文学是文化的载体，可以承载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等无数的文

化因素。如先秦的历史散文记录古代诸侯之间的会盟、祭祀、 封

禅等最人活动，是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百科全书；《诗经》有着“经

大妇、成孝敬、厚人论、美教化”的巨大功利性；其他诸子散文对

于中国古代的哲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母语教育视角下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困境 

（一）传统与现代的断裂 

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现阶段，音乐素质教育逐渐受到各地

中小学的重视，这是因为音乐教育对人的审美和素质教育起到重要

的作用，对其价值观和高尚的情操养成具有重要作用。但对于传统

音乐教学，学校的教学过程和评价体系，大都受到了西方教学体系

影响，久而久之造成了学校音乐课程设置与传统断裂的现象[2]，中

华文化的特点难以被体现出来。目前由于中国传统音乐所属的亚文

化地位，和学校的民族附加模式音乐教学，并且没有一套我们自己

的系统化理论，各大中小学校所使用的教学理论也都是使用西方

的，我国几千年文人音乐的传承在社会上几乎杳无音信，例如中国

记谱法种类有哪些，都鲜少有人知晓，这种传承正在慢慢淡出人们

的视野，因此，面对这种局面，中国的音乐教育就应该担负起复兴

传统音乐的重任，建构传统音乐教学的模式。 

（二）教学思维的局限性 

很多学校的音乐教育对学生的西方音乐语言着重要求，例如视

唱练耳练习[3]，音响的把控，亦或是对钢琴技能的硬性要求，这些

教学方式都是受西方教学模式影响，以科学的理论方法进行教学，

这种教学方式虽然可行，但是限制了学生思维，尤其是在全球化发

展的今天，多元理念的诞生，很多学者开始反对一味的科学化理性

思维。在教育学界影响最大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是出自于

“当代教育评价之父”--泰勒之手，他是现代课程理论的集大成，

对教育评价理论、课程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提出的泰勒原理达到

了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但是目前教育界越来

越多学者对泰勒提出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

呢，不可否认，泰勒的确是给教育界带来重大贡献，但是他所持有

的是现代化思维，“泰勒原理”致力于将课程创作的过程变成适合

大众的教学模式，但是这种模式下教学容易出现同一模式化教学的

弊端。 课程开发中的创造性思维被限制；各种学校实践的特殊性

也被忽视；且教师也没有受到在课程开发中的主体性、创造性的尊

重；学生成为客体性存在，主体性思维被抑制因此，如今的课堂教

学需要一个新的思维，新的角度进行传统音乐教学的新突破。 

（三）文化自觉的认识不足 

“文化自觉”一词出自于中国人类学、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他认为“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

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

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以及发展的方面”[4]。因此而言，在对自

身文化有充分认识之后，也要尊重他人文化，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这才是文化自觉本身的含义，中国教育的本质在于传承中国上千年

的文化，我国同他国文化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历史，如若我们自己都

握不住这条长河又怎么能做到复兴传统文化呢。由于我国音乐教育

的话语从 20 世纪开始是以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为基础，学校中民族

音乐文化教育岌岌可危，虽然到了 21 世纪有所缓解，但是起色不

大，文化自觉的认同感对于中国学校的音乐教育来说是一个挑战，

因此首先要认识到文化自觉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文化认同感，音乐

教育如何做到文化认同，首先要影响人们的音乐价值观，在学校教

育中针对传统音乐教育，不仅仅是宣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更要让学生对中华音乐文化有清新的认知，认识到音乐中国音乐文

化的价值所在 

三、基于母语的传统音乐教学构建 

（一）实行“后现代”教学理念 

当代对传统音乐的学习需要一个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进行解

读，比如后现代哲学，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主体性

和感觉丰富性、整体性、中心性、同一性等思维方式的批判与解构，

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在场形而上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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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判与解构，在多尔对后现代的解释中出现“表现性模式”一词，

指一种设定好的模式下，人们丧失思考，在我国的传统音乐教育上

亦是如此，被限制在西方的系统化理论中，无法跳出来独立思考。

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带动多元文化发展，肯定文化多样性的地位，这

无疑给了欧洲文化中心论重要一击，否定了同化主义的二元对立观

点，中国传统音乐被这种一元压制的现象才得以解脱。在以往音乐

教学中，教师会以主客二分的方式进行教学，学生在被动接受知识

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主体性意识，在后现代哲学的影响下，教师逐渐

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转变教学模式，那么在传统音乐教学方面，

同样也可以将主动权交给学生，引导学生发现传统音乐文化的精神

内涵，给学生提供传统文化学习环境，建立创造性、实践性课堂氛

围，例如让学生了解某些地区民风民俗后进行创编演唱等。后现代

主义在教育中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给教育者们带来新的视角，创造新

的教育方法，制定新的教学目标，也让传统音乐的地位上升了新的

高度。 

（二）确立母语音乐教学体系 

1.以方言为本体的音乐风格的确立 

为了确立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学，首先要建构母语理论

框架，也就是管建华先生提到的中国音乐观[1]，要知道中国音乐与

其他国家音乐最重要的区别在于音色，无论是民歌中的腔音还是乐

器中的泛音，都体现出民族地区之间不同的特色，之所以出现这种

音色差距，是因为受到了地区间不同方言的影响，这与书本中循规

蹈矩的音乐段落相比，这些音乐形式颇具即兴的多元特色，和学校

教育下科学系统化的音乐教学大不相同，方言音乐更具有人文性，

学校的方言音乐教学虽然也存在，但是教师会不自觉的舍弃掉音乐

中的腔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用钢琴伴奏教学，定量的音值覆盖掉

了声音的特色，这种方式之下，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变成了西式教学，

很难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特色，如果学校音乐教育能够认识到中国传

统的音乐风格是以方言为本体，对构建母语音乐教学体系将是很大

的助益。 

2.中西音乐风格史观区别的认知 

不同民族地区的音乐风格大相径庭这是因为中国音乐以地区

性的音乐风格演变为主，这种风格的演变与中国哲学中的有机宇宙

观契合，其强调连续、动态、关联、关系、整体的观点，每一事物

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故人与自然、人与

人、文化与文化应当建立共生和谐的关系，此为基础，不同民族不

同地区也就产生了不同风格的音乐流派。与之相对的西方音乐风

格，它的基础则是机械史观，西方的音乐流派和风格是根据作曲家

划分，作曲家的艺术风格直接关系到西方音乐风格史观[2]。因此在

传统音乐教学中，对中西方音乐风格史观要有清晰的认知，了解传

统音乐中的有机性，这也是构建母语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点。 

3.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厘定 

文化之于民族、国家而言是灵魂所在，中国千年历史文化沉淀

下的精神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包括艺术、人文、哲学、生态等的精

神文化价值，以绘画为例，中国绘画讲究意蕴、气态，每一笔墨都

有存在的意义，或是画龙点睛，或是锦绣添花，尤其是山水画的最

高境界——天人合一，更是展现出了中国宇宙观中“气”的精神，

即使是大面积留白，也留下想象的空间，任观者在脑海中随意发挥。

研究中华文化也应对地域和历史有充分的理论认知，对中华文化的

自觉传承发展不仅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发展所应承担的天然使命，也

同时是基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实际需要。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发

展，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围绕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

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让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一起为人类提供所需要的精神指引。 

（三）创新母语音乐教学方法 

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下，文化多元已经成为当下局势，多元文

化的音乐教学也成为音乐教育界的热度话题，音乐教学不再单纯的

教学西方音乐以及近代以来中国的新式音乐，它包括世界音乐中东

亚音乐、非洲音乐、土著音乐等，为的是让学生尊重其他国家文化

其他种族的音乐，同时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认知能力，能够使他

们对世界文化有清晰的了解，在政策上，2001 年出版《全日制义务

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和 2003 年颁布的《普通高中音乐课程

标准(实验)》都将“理解多元文化”作为音乐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

这也充分说明了多元文化在我国教育中的地位，那么在传统音乐教

学中，同样也可以运用多元文化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对不同民族、

地区的文化进行了解，认识到传统音乐不同流派之间区别，更好的

进行学习传承。 

四、结语与展望 

母语音乐教育关系到社会、民族、国家的发展，因此更是离不

开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学校层面应加强传统文化教学，构建母语

音乐教育体系，给学生创建学习氛围；社会层面应重视对文化遗产

的保护和宣传，不要让传承消失在我们这一代；国家层面政府和国

家有关部门应制定文化传承以及母语教育相关策略和措施，并且有

效的落实，并且，学习、社会、政府直接互相协作，共同推进母语

音乐教育。我们只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摆脱西方教

学体系，丢弃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枷锁，并在全球多元化的进程中站

稳脚跟，与其他文化平等交流。 

为复兴传统音乐，保护文化遗产，我国各地区民族都在为之奔

波，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灵魂，保护传承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在学校教育中实施母语音乐教育更是为了让中国的新生代们认识

到本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力量，从娃娃抓起，对母语文化有清

晰的认知，代代相传，才能守护住这宝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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