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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本土 文 化、母 语 文 化 越 来 越 成 为 社 会 关 注 的 焦 点 和 热 点。民 族

音乐文化传承离不开学校音乐教育，学校音乐教育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民 族 音 乐 文 化 是 学 校

音乐教育的充实和深化。在对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意义以及学校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关

系进行研究分析后得出，在学校音乐教育中，要切实抓好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工作的落实，注重加强民族音乐

文化传承内容的选择，强化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师资培训，探索加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 校 园 文 化 建 设 的 有

效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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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个 时 代、一 个 国 家、一 个 民 族、一 个 社 会，
文化的力量 不 言 而 喻，民 族 文 化 是 立 足 之 本，也

是发展多 样 文 化 的 基 础。民 族 文 化 是 一 个 民 族

长期积累沉淀发展而成的，民族文化的基因具有

强大的 表 征 性 和 延 续 性，是 现 代 文 化 创 造 的 根

基。民族音乐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主体构成，它映

射出一个民 族 的 历 史 流 变、发 展 脉 络，是 民 族 性

格、民 族 情 感、民 族 精 神、民 族 灵 魂 的 集 中 体 现，
是一个民族长流不息、生机勃勃的命脉。

一、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意义

民族音乐文化是一个民族的ＤＮＡ，是民族的

根、民族的魂。当今世界信息大爆炸，云计算、物

联网、大数据 风 起 云 涌，世 界 已 变 成 大 融 合 的 地

球村。在这样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如何凸显一个

民族的特 色？ 如 何 在 大 融 合 的 发 展 中 亮 出 本 民

族的名片？更 多 的 人 把 目 光 转 向 了 对 民 族 传 统

文化的保护。
（一）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

钱穆先 生 曾 说：“文 化 也 就 是 一 个 国 家 民 族

的生命，如果 一 个 国 家 民 族 没 有 了 文 化，那 就 等

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时

间上的绵 延 精 神”［１］２３１。不 同 土 壤 孕 育 了 不 同 的

文化，由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自然环境的差异，
历史发展的 变 迁，生 产 生 活 方 式 的 不 同，种 族 行

为习惯的不一，由此产生了不同国家民族间的文

化差异。这些文化差异，有鲜明的、突出的特征，
也就是文化的民族特性。“民族是文化的创造主

体”，“如果把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每一

个民族无论强弱大小，都在其生活方式中积淀着

人生的经 验 以 及 各 民 族 对 自 然 和 社 会 的 真 切 体

会，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２］１７。
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

景和条件下，西 方 文 化 强 势 入 侵，现 代 科 技 迅 猛

发展，多元文化碰撞交融，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全

球一体化，文化“大一统”，尤其是吃麦当劳、喝可

口可乐、穿牛仔裤、听摇滚乐长大的一代，认为西

方的就是文明先进的，民族的就是愚昧落后的，对
本民族文化不自信、不认同。全 球 经 济 一 体 化 与

信息技术的 全 球 性 扩 展 促 生 了 本 民 族 原 有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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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流变，特别是那些处于文化发展弱势地位

的少数民族群体，他们的民族文化不仅不能够延

续传承，甚至濒临衰落和消亡。这一现实将深刻

威胁到他们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认同。
对我国而言，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面临着严

重的传 承 困 境：西 方 音 乐 理 论 体 系 占 据 主 导 地

位，现代科技传媒取缔民族音乐文化的传统传承

方式，工业化、城 市 化 进 程 带 来 少 数 民 族 生 产 生

活方式的现代转型，从而导致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逐渐失去原本的土壤和存在的根基，民族音乐文

化影响力式微、衰弱。以前的民歌是在田间地头

劳作时唱、在节庆仪式上唱、在宗教祭典时唱，问

路有问路歌、出嫁有哭嫁歌、砍柴有砍柴歌、饮酒

有祝酒 歌，歌 声 就 是 生 活，生 活 离 不 开 歌 声。民

族音乐与现 实 生 活 密 不 可 分，水 乳 交 融，它 是 少

数民族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少数民族的

生活方式，体 现 了 人 与 自 然、人 与 社 会 的 和 谐 共

处。当然，我 们 要 顺 应 时 代 潮 流，而 不 是 阻 挡 现

代化的进程，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现代社

会发展中已发生了变迁，其音乐文化在现实文化

格局中出现 了 不 适 应，显 得 格 格 不 入，这 势 必 造

成了民族音乐文化价值错位和价值分裂，势必造

成了民族族群的文化认同危机。
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系统、思想 意 识、

价值观念就是一个民族音乐文化的外在彰显，是

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产，也是本民族墨守成规

的思想道德行为规范。本民族音乐传承的中断，
势必造成本民族主体意识的混乱，进而造成民族

价值体系 的 冲 突 和 崩 溃。一 些 少 数 民 族 音 乐 已

经逐渐无人会唱，只有极少数年纪大的老人能够

演唱本民族 歌 曲，年 轻 人 几 乎 无 人 感 兴 趣，更 谈

不上传承。许 多 少 数 民 族 年 轻 人 不 再 认 识 本 民

族文字，不再 会 说 本 民 族 语 言，不 再 穿 着 本 民 族

服饰，不再演 唱 本 民 族 歌 曲，甚 至 极 少 保 留 本 民

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习惯。近几年，还产生了一

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民族音乐文化和经济贸易交

流的特殊盛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有 的

少数民族音乐被作为商业旅游的特殊形式，亦或

作为招商引资的政府项目，其内容已被改造的面

目全非，甚至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这种传承

的内容和方 式 不 再 原 汁 原 味，不 再 纯 粹，用 现 代

的思维 和 声 光 电 组 装 的 同 时，把 它 的 灵 魂 阉 割

了。甚而有之，有的少数民族的年轻人从封闭的

族落走出，被城市的商业化、现代化所吸引，于是

戴上耳机学唱流行和摇滚，年轻人的民族认同感

被彻底改造。这种悲剧现象与其说是传承，不如

说是破坏。我 们 国 家 保 护“非 遗”的 政 策 第 一 条

就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对民族音乐文化的

保护和传承 要 有 敬 畏 之 心，要 保 持 它 的 纯 度，随

意包装、嫁接、篡改都是错误的。
民族音乐文化被现代商业文化同化或异化，

失去了原 有 的 艺 术 价 值 与 精 神 内 核。民 族 音 乐

文化的生态 环 境 遭 到 破 坏，生 态 平 衡 严 重 失 衡，
民族音乐 文 化 被 边 缘 化。边 缘 化 的 后 果 必 然 会

导致它的式 微、中 断 和 消 失，必 然 会 导 致 一 个 民

族个性的 泯 灭 和 文 化 个 体 自 我 的 迷 失。一 个 民

族音乐文 化 的 衰 落 和 消 亡 其 实 就 是 一 个 民 族 的

衰落和消亡。
（二）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现代意义

民族音乐 文 化 承 载 了 历 史 赋 予 他 们 的 独 特

的文化印迹，展示了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历

史的各个民族的情感世界，表达了深刻的人文精

神。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对民族意识的觉醒、民

族精神的延续，乃至整个民族的繁荣和发展都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民族 音 乐 特 征 鲜 明、形 象 突 出，是 民 族

的地理形态、风俗习惯、审美标准、道德观念等等

在音乐上的体现和反映，是本民族文化力量的彰

显。随着社 会 的 发 展，时 代 的 进 步，传 统 的 民 族

音乐文化不能够跟随现代社会的发展，不能够与

时俱进，传统 民 族 音 乐 文 化 受 到 忽 视 和 冷 落，民

族身份认同 感 受 到 冲 击，在 这 样 的 背 景 之 下，传

承民族音乐文化的现代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任

重而道远。如 何 在 多 元 文 化 的 世 界 中 确 立 自 己

的位置？如 何 定 位 自 己 的 身 份？如 何 发 出 自 己

的声音？如 何 为 全 人 类 的 文 化 做 出 贡 献？ 唯 一

的答案就是弘扬本民族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

世界的。由此，传承至 关 重 要。民 族 音 乐 文 化 传

承的不仅仅 是 民 族 的 衣 食 住 行、生 产 方 式、行 为

规范、宗教习 俗 等 等，它 传 承 的 更 是 一 种 民 族 的

认同、民 族 的 意 识、民 族 的 精 神 和 民 族 的 自 信。
当意识形态成为当今社会的中心话语，文化传承

便是 巨 大 的、无 形 的 力 量，足 以 推 动 思 想、观 念、
精神，甚 至 经 济 和 社 会 的 发 展。然 而，民 族 音 乐

文化不是静 态 的，尤 其 是 在 全 球 化 背 景 下，传 统

民间音乐的内容、形式和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因此，站 在 现 代 社 会 的 视 角，我 们 更 多 要 思

考的是传统 与 现 代 的 关 系、传 承 与 创 新 的 关 系，
让民族音乐 文 化 更 具 时 代 精 神，更 具 人 文 价 值，
更具民族性、艺术性、现代性和国际性。

二、学校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学校音 乐 教 育 具 有 重 要 的 文 化 功 能，以 文

化人、以文 育 人，通 过 民 族 音 乐 的 学 习，进 行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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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选 择 和 文 化 传 承。由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ＵＮＥＳＣＯ）主 办 的 世 界 音 乐 教 育 大 会，“全 球 化

与本土化”“传 统 与 变 迁”“超 越 与 融 合”，是 近 几

届大会热议 的 主 题，诸 多 学 者 经 调 查 研 究 证 明，
在传承民 族 音 乐 文 化 方 面 学 校 音 乐 教 育 具 有 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学校音乐教育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

重要阵地

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具有“习得性”的特征，
即“所有的 文 化 都 是 通 过 学 习 获 得 的，而 不 是 通

过生物遗传得来的”［３］３９３。文化只能通过“社会遗

传”，即通过社会化的过程，文化才能从一代传承

到另一代。文化习得是文化自信的基础，文化自

信是民族认同的根基。文化习得最重要、最直接

的介质和途径是学校教育。
尹爱青教授在《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

法》中讲到：“学 校 音 乐 教 育 是 指 通 过 有 组 织、有

计划、有目标的学校教育所实施的以音乐为媒介

的教育活 动。学 校 音 乐 教 育 是 音 乐 文 化 的 重 要

组成部分，其 目 的 在 于 培 养 人”［４］１。学 校 音 乐 教

育有国家明 确 的 教 育 思 想、教 育 理 念 的 统 领，有

明确统一的 教 学 目 标，有 具 体 丰 富 的 教 学 内 容，
有规范严谨的教学评价，并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

规律，由专业 的 教 师 进 行 授 课 和 指 导，最 终 达 到

学习 音 乐、体 验 音 乐、表 现 音 乐、创 造 音 乐 的 目

标。科学性、系 统 性、规 律 性 是 学 校 音 乐 教 育 区

别于社会音乐教育的最大特点，是社会音乐文化

传承所不能相比的。世界著名音乐家、音乐教育

家柯达伊·卓尔坦（Ｋｏｄáｌｙ　Ｚｏｌｔáｎ，１８８２—１９６７）
的教育思想明确指出：民间音乐是学校音乐教育

的根本和基础。他指出，必须培养学生本民族的

音乐思维方 式，积 累 本 民 族 的 音 乐 语 汇，传 承 本

民族的音 乐 文 化。在 这 种“民 族 化”教 育 的 过 程

中，学习民族 音 乐 文 化 的 深 刻 内 涵，积 淀 民 族 情

感、加深民族意识。
通过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阵地，面向学生传

递、承接民族 音 乐 文 化，熏 陶 学 生 积 累 音 乐 母 语

语汇、培养音 乐 母 语 思 维，使 学 生 认 知 民 族 音 乐

文化、体验民族音乐文化、理解民族音乐文化、传

承民族音乐文化、热爱民族音乐文化。
（二）民族音乐文化是学校音乐教育的充实

和深化

《音乐课 程 标 准》（２０１１版）中 提 到：“艺 术 作

品和音 乐 活 动，皆 注 入 了 不 同 文 化 身 份 的 创 作

者、表演者、传 播 者 和 参 与 者 的 思 想 感 情 和 文 化

主张，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文化发展

脉络以 及 民 族 性 格、民 族 感 情 和 民 族 精 神 的 展

现”［５］１。中国民族音乐中包含了中华民族独特的

文化，民族音乐文化的系统学习是完善学生知识

结构体系、拓 宽 多 元 文 化 视 野、加 强 国 际 文 化 理

解的基础。
学校音乐 教 育 承 担 着 民 族 音 乐 文 化 传 承 的

历史使命，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活文本。学校

音乐教育自身的特点、方式、样态和体系，为民族

音乐文化的有效传承提供了条件和保障；同时民

族音乐文化又反作用于学校音乐教育，为学校音

乐教育的德育培养、审美意识和文化理解提供更

高的占位和视野，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全面

发展的人的必要保障，是学校音乐教育的充实和

深化。
学校音乐 教 育 中 融 入 民 族 音 乐 文 化 的 思 想

和内容，通过积极有效的教学方式将民族音乐文

化进行有效传递，让学生们通过学习中国民族音

乐，了解民族的历史流变、种族特征、文明程度以

及文化形态，从 而 拓 宽 学 生 的 知 识 结 构，发 展 学

生的多元认 知，建 构 学 生 的 价 值 体 系，进 而 树 立

民族文化自信和民族文化自觉。中国有５６个民

族，多元化的 民 族 创 造 了 多 元 的 民 族 音 乐，每 一

种民族音乐都有其独特的人文价值、美学意义和

哲学 基 础，其 历 史 源 远 流 长，其 内 涵 博 大 精 深。
学校音乐教育融入民族音乐的优秀文化成果，使

学生站在现 代 的 视 角，学 习 优 秀 的 传 统 文 化，是

传统与现代 的 碰 撞，是 多 元 与 多 维 的 交 叉，是 本

土与全球的融合，这样必然会激发学生的思考能

力、判 断 能 力 和 创 造 能 力，从 而 塑 造 全 面 发 展

的人。

三、民族音乐文化在学校

音乐教育中传承的思考

　　如何在学校音乐教育中进行民族音乐传承？

有什么 困 难 和 阻 碍？如 何 进 行 有 效 传 承？ 有 什

么有效的方法和路径？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研

究的问题。
（一）抓好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工作的落实

２０１１版《音乐 课 程 标 准》在 课 程 基 本 理 念 中

明确指 出：“弘 扬 民 族 音 乐，理 解 音 乐 文 化 多 样

性”［５］４。针对当 前 民 族 音 乐 文 化 的 式 微 与 萎 缩，
国家和地 方 教 育 行 政 部 门 应 加 大 对 民 族 音 乐 教

育扶持的力 度，包 括 对 项 目 资 金 的 扶 持、教 学 环

境的投资、教 学 设 备 的 投 入、师 资 力 量 的 培 训 等

等，尤其对少数民族自治区，加大力度从硬件、软

件方方面面给予政策支持和倾斜。从１９９９年开

始，中 共 中 央、国 务 院、教 育 部 陆 续 出 台、颁 布 民

族基础教育的政策和文件，足以看出国家对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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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大力支持。但是，从地方

对民族基础教育的落实情况来看并不尽如人意，
尤其是对于 民 族 音 乐 教 育 的 落 实，落 差 还 很 大。
所以，地方教育行政机构要与国家教育行政机构

保持思想上的高度一致，积极提高民族音乐教育

的传承意识，充 分 利 用、发 挥 音 乐 课 程 资 源 和 课

程管理 权 利，从 思 想、理 念、师 资、课 程、教 学、活

动、教材等各个环节抓起，逐项安排落实，落实到

每所学 校、每 位 领 导、每 位 教 师、每 位 学 生，甚 至

每一节课。地 方 教 育 行 政 管 理 部 门 也 要 提 出 规

划和要求，具 体 到 民 族 音 乐 教 育 传 承 的 目 标、内

容、形式、方法和路径，并制定考核机制和考核办

法，对传承好的典型学校和项目进行大力推广和

精准 帮 扶，刺 激、激 发、带 动 更 多 学 校 的 积 极 参

与，形成良性循环。
（二）注重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内容的选择

民族音乐 文 化 传 承 内 容 的 选 择 决 定 了 传 承

的效果。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浩如烟海，如何在

浩瀚的民 族 音 乐 文 化 中 选 择 适 合 学 校 音 乐 教 育

的民族音乐 文 化 内 容，选 择 民 族 音 乐 文 化 精 髓，
是教育者文化底蕴、文化内涵、文化审美、文化修

养的凝 练 和 体 现，是 学 校 音 乐 教 育 的 方 向 和 导

向，决定了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质量。民族音乐

文化是一个 民 族 文 化 的 精 髓，表 现 在 衣 食 住 行、
婚丧嫁娶、生 老 病 死、社 会 生 活 等 方 方 面 面 的 风

俗习 惯，是 人 们 的 价 值 观 念、道 德 标 准、宗 教 信

仰、行为习惯 的 体 现，反 映 的 是 一 个 民 族 由 外 到

内的基本特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深刻的民

族精神。因此，学校音乐教育内容的选择不能仅

仅停留在表面的“器物文化”的内容开发，而应更

多观照民 族 音 乐 文 化 背 后 的 精 神 内 涵。世 界 著

名的三大音乐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奥 尔 夫

教学法、达尔 克 罗 兹 教 学 法，在 全 世 界 具 有 广 泛

的影响力，也是全世界的学校音乐教育广泛采用

的教育体 系。世 界 三 大 音 乐 教 学 法 有 一 个 共 通

的思想，就是 把 传 统 的 民 歌、民 谣 作 为 音 乐 教 育

的基础。而 柯 达 伊 教 学 法 更 是 把 民 族 音 乐 思 想

全面渗透、覆 盖 到 学 校 音 乐 教 育，并 运 用 到 极 致

的典范教 学。柯 达 伊 民 族 音 乐 教 育 的 思 想 使 这

个曾被侵略的匈牙利民族崛起和壮大，为匈牙利

民族的发 展 做 出 了 巨 大 贡 献。他 强 调 要 以 民 间

音乐作为学校音乐教育的基础，他认为民歌是引

导孩子热爱民族音乐，继承民族优秀传统的必由

之路。匈牙利的儿童全部都会唱匈牙利民歌，普

通学校里每 天 都 有 音 乐 课，都 有 歌 唱 音 乐 班 级。
民歌属于每一位孩子，属于每一位公民。在我国

学校音乐 教 育 中 也 有 传 承 民 族 音 乐 文 化 的 成 功

案例。云南 省 丽 江 市 玉 龙 县 是 全 国 唯 一 的 纳 西

族自治县，白沙完小学位于驰名中外的白沙壁画

旁，始建于雍 正 二 年，是 丽 江 建 校 历 史 最 长 的 一

所学校。白 沙 完 小 充 分 利 用 白 沙 特 殊 的 地 理 环

境，积极挖掘 丰 富 的 文 化 资 源，经 过 多 年 的 努 力

成为云南省开展中小学艺术教育示范基地，创办

了白沙细乐 示 范 班、课 间 民 族 打 跳，成 立 了 艺 术

教育中心教 研 组、兴 趣 小 组，确 立 了 包 括 白 沙 细

乐传承、东巴象形文字传承和以打跳为主的民族

舞的专项 研 究 课 题。白 沙 完 小 项 目 点 侧 重 将 少

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纳入正规教育办学体系，并

建立了长期的运作机制［６］２８－２９。
成功的案例带来积极的启示，学校要充分利

用当地少 数 民 族 文 化 资 源 优 势 大 力 开 发 校 本 课

程，将少数民 族 优 秀 的 传 统 文 化 特 色 融 入、充 实

到学校音乐课堂中，促进学生的认知、技能、情感

等方面的能力的提升。
学校音乐 教 育 在 民 族 音 乐 文 化 传 承 的 过 程

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困境和挑战，教育者要勇于承

担这份历史的重任和使命，通过学校音乐教育积

累学生民族 音 乐 语 言，建 立 民 族 音 乐 思 维 方 式，
强化民族 意 识，增 强 民 族 情 感。“民 族 音 乐 思 维

与开发性的音乐思维并不矛盾，以民族音乐为基

础和出发点，并 不 是 狭 隘 的 一 统 和 封 闭，而 是 要

使其根基首先深深扎在民族音乐土壤之中，然后

进一步学习其他民族的音乐，并在更广泛的领域

接受世界性的音乐文化”［７］５１。
（三）强化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师资的培训

优质的教育来自于优秀的教师，加强民族音

乐文化传 承 教 育 的 师 资 培 训 尤 为 重 要。传 承 民

族音乐文化，弘 扬 民 族 文 化 教 育 理 念，必 须 建 立

一支热爱民 族 音 乐 文 化、钻 研 民 族 音 乐 文 化，以

传承民族音乐文化为己任的有责任、有热情的师

资队伍。这支队伍目前比较薄弱，国家要花大气

力对音乐教 师 进 行 系 统 的、集 中 的、针 对 性 的 培

训。在思想 上，加 强 教 师 民 族 主 体 意 识，加 强 教

师强烈的 民 族 音 乐 认 同 感 和 使 命 感。在 培 训 内

容上，完善 教 师 民 族 音 乐 文 化 体 系 的 系 统 学 习，
加强教师民族音乐理论知识的补充，培训教师对

民族音乐风 格 的 准 确 把 握，能 够 地 道 的 演 唱、演

奏民族歌曲、民 族 音 乐，为 民 族 音 乐 教 学 打 下 坚

实的基础。
自２０１５年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

瞬间成为最焦点的话题之一，在我国的经济领域

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引发了社会

各界的 强 烈 关 注，更 是 引 起 了 教 育 界 的 深 刻 思

考。“供给 侧 改 革”这 一 理 念 被 引 入 到 高 校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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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也 引 发 了 高 校 教 育 改 革 的 思 考———“需 求

侧拉动”和“供给侧推动”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

和解决好供 给 与 需 求、专 业 与 就 业、质 量 与 效 率

的关系问 题？ 如 何 转 型？ 如 何 升 级？ 如 何 实 现

无缝对接？带 着 这 样 的 问 题 笔 者 采 访 了Ｘ市 的

教研员和Ｙ学校的音乐教师，访谈中发现两点比

较重要的信 息：一 是 高 校 音 乐 人 才 的 培 养 问 题；
二是在职 音 乐 教 师 继 续 教 育 的 问 题。目 前 中 小

学音乐教 师 在 大 学 或 者 研 究 生 期 间 的 学 习 背 景

几乎都是欧洲音乐教育体系的内容，而且所学专

业多为西洋乐器和美声演唱，即便是学习民族声

乐、民族器乐 的 学 生，他 们 在 校 期 间 学 习 的 理 论

课８０％是欧洲音乐理论体系，我们可以看一下普

通高校的音乐课程设置：和声、曲式、复调、配器、
西方音乐史、西方音乐鉴赏、视唱练耳等等，而有

关民族 音 乐 的 课 程 设 置 少 之 又 少，只 有 民 间 音

乐、戏曲 音 乐 和 中 国 音 乐 史。由 此 可 见，我 国 传

统音乐的理论建树还很缺乏，音乐理论界对中国

传统音乐没有全面系统的理论体系，从而导致高

校的教育只重视西洋音乐理论的教学，轻视民族

音乐教学。而且，高校音乐的教学模式偏重技能

训练、专 业 训 练。因 此，高 校 音 乐 人 才 培 养 的 供

给与基础音乐教育的需求方面出现了断层，也就

是说高校 培 养 的 音 乐 人 才 不 能 够 与 基 础 音 乐 教

育实现有 效 对 接。高 校 毕 业 生 在 小 学 唱 歌 课 的

教学中用美 声 唱 法 来 教 学 生 唱 童 谣、唱 儿 歌、唱

民歌，很显然 这 是 不 符 合 小 学 生 的 生 理、心 理 发

展特点的，教 和 学 之 间 出 现 落 差，教 学 效 果 可 想

而知。在 课 外 活 动 上，对 于 一 场 演 出 活 动 的 策

划、组织、排练各个环节，高校毕业生也显得无能

为力，缺 乏 相 关 的 经 验 和 组 织 能 力。据 教 研 员

讲，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功大赛中存在这样的问

题：教师的专 业 水 平 确 实 很 高，可 以 演 唱 威 尔 第

歌剧咏 叹 调、可 以 弹 奏 拉 赫 玛 尼 诺 夫 钢 琴 协 奏

曲，但是教 学 实 践 环 节 却 感 到 无“技”可 施，学 不

能致用。高 校 音 乐 教 育 的 人 才 培 养 是 中 小 学 音

乐师资培养的前提和保障，笔者呼吁普通高校音

乐教育的 课 程 设 置 和 人 才 培 养 要 与 基 础 音 乐 教

育相对接，大 力 加 强 民 族 音 乐 系 统 的 课 程 建 设，
建构和完善高校音乐教育供给结构，为基础音乐

教育的师资培养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中小学

音乐教师 接 受 继 续 教 育 的 培 训 活 动 和 学 术 会 议

的机会很少，或 者 是 中 小 学 音 乐 教 师 信 息 封 闭，
得不到参加培训的信息，或者是教师本身对此类

培训不管兴趣，再或者是学校管理层不重视此类

培训 活 动。近 几 年 教 育 部 非 常 重 视 基 础 教 育，
“国培计划”“省培计划”投入大量的资金，为提高

中小学教 师 特 别 是 农 村 教 师 队 伍 整 体 素 质 做 出

了重要贡献，而且教师们在此当中确实得到了很

大提高。但就音乐教师的培训方面，过于关注学

科的前沿问 题、热 点 问 题，对 于 民 族 传 统 音 乐 文

化的专题培训还是比较少。笔者参加了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１６日中国教育学会主办的首届中国音乐教

育大会，参会者１　２００余人，可谓盛况空前，我们

也看到了 中 国 音 乐 教 育 的 蓬 勃 发 展。会 议 内 容

精彩 而 丰 富，有 主 题 学 术 报 告、工 作 坊、论 文 宣

读、演 讲 比 赛、论 文 海 报 展、圆 桌 会 议、汇 报 演 出

等等，高效而立体化地呈现了音乐教育前沿的最

新动态、理念与成果。大会的各项内容呈菜单式

平行展示，各 个 分 会 场 同 时 进 行，尽 管 大 会 主 题

是“传承·发 展·创 新”，可 是 非 常 遗 憾 的 是，民

族音乐会 场 的 寥 寥 无 几 与 其 他 会 场 的 门 庭 若 市

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可见，教师自身对待民族音

乐的态度 和 审 美 是 存 在 偏 见 的。教 师 的 理 念 决

定其教学理念，加强教师民族音乐文化的学习和

培训是历史赋予教育者的重任，迫在眉睫。
优秀的教师队伍是传承民族音乐文化、发展

民族音乐教育的有力保障，音乐教师应该树立民

族音乐的主 体 意 识，运 用 丰 富 生 动 的 教 学 方 法、
精彩纷呈 的 教 学 内 容 引 领 学 生 学 习 民 族 音 乐 文

化，进行民族 音 乐 教 学，做 一 名 传 承 民 族 音 乐 文

化的使者。
（四）加强 民 族 音 乐 文 化 传 承 的 校 园 文 化

建设

校园文化 是 一 种 潜 在 的、隐 性 的，无 法 触 碰

却又无处不在的精神现象，校园文化对提高学生

的人文精神、价 值 观 念、行 为 规 范 等 具 有 重 要 意

义，对学生产生着强烈的影响。校园文化具有渗

透性和传承性。任何一种校园文化，一经形成之

后，必 然 传 承 下 去，它 是 一 种 传 统、一 种 精 神、一

种现象，不论优劣，不以时代、体制、环境、人员的

不同而消失，其精神力量届届相承、代代相传。
学校要通过富有民族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

以系统的、集中的认知去体验不同的民族文化特

征，通过校园 文 化 的 渗 透，对 学 生 个 体 实 施 有 力

的文化整合，实现其特定的价值同化。这里还是

借助云南 省 民 族 音 乐 文 化 传 承 的 成 功 项 目 进 行

说明：“云南是少数民族大省，有丰富的少数民族

文化资源，在传统文化教育与学校教育结合方面

进行了许多尝试。西盟县民族小学、元江县第一

中学等学 校 多 年 来 坚 持 开 展 课 间 操 民 族 集 体 舞

活动；元江县澄江小学、临沧县凤翔小学、贡山县

普拉底中心 完 小、孟 连 县 民 族 小 学、动 海 县 民 族

完小、西盟县第一中学等学校积极开展校园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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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活动，充分利用学生课余时间，因地制宜，努

力编创有特色的民族舞蹈，制作有特色的民族民

间工艺品 等。丽 江 市 古 城 区 黄 山 小 学 创 办 的 东

巴文化传 习 班 聘 请 有 关 专 家 学 者 讲 授 东 巴 象 形

文字、东巴舞蹈、东巴唱腔、东巴经及各种综合文

化课。沧源县岩帅镇贺南完小、孟连县孟连镇芒

街村新干河完小、贡山县普拉底乡中心完小等长

期邀请学 校 附 近 寨 子 的 村 民 们 到 校 园 进 行 民 族

民间歌舞表演和传习活动。还有新平县老厂乡竹

园小学以传习彝族音乐、彝族舞蹈为实验活动等，
这些学校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感

情，培 养 民 族 艺 术 人 才 均 作 了 有 益 的

尝试。”［８］１２６－１３１

校园文化 建 设 重 要 的 功 能 之 一 就 是 文 化 传

承功能。校园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具有传承作

用。加强民 族 文 化 特 色 的 校 园 文 化 建 设 是 传 承

优秀民族音乐文化的有效途径，是音乐课堂教学

的有效补充。在校园广播站、学校宣传栏大力宣

传民族音乐文化内容，以民族音乐文化作为校园

文化的主流文化，而非现代流行音乐文化。建立

丰富多彩的 民 族 音 乐 文 化 的 社 团，如 民 乐 团、民

族合唱团、民族绘画社团、民族饮食文化社团、民

族服饰文化社团等等，以富有民族元素的各个社

团营造出富有时代性、民族性、科学性、艺术性的

校园环境。而 校 园 精 神 文 化 同 时 凝 结 在 校 园 各

种文化 载 体 及 其 行 为 主 体 身 上，是 学 校 教 育 思

想、教 育 理 念 的 展 示，是 学 校 教 育 文 化 的 微 型

景观。
学校音乐 教 育 以 民 族 音 乐 文 化 传 承 为 重 要

内容和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同时也承载着繁荣世界音乐文化的职责和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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