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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found	heritage	of	Chinese	culture,	classical	music	occupies	an	important	place,	reflecting	its	unique	aesthetic	education	
value.	Through	consulting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adopt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Chinese	classical	music,	with	its	 inherent	musical	beauty,	guides	people	to	pursue	noble,	harmonious	and	profound	emotions,	and	
realizes	the	education	of	beauty.	A	deep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ncept	of	“harmony”	in	Chinese	classical	music,	the	harmony	of	
music	music,	as	well	as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music	all	actively	shape	people’s	aesthetic	values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improves	the	individual’s	sentiment	cultivation	and	spiritual	pursuit,	and	deepens	the	individual’s	understanding	
and	praise	of	the	value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results	play	a	strong	role	in	further	exploring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Chinese	classical	music	and	incorporating	it	into	aesthe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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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音乐中的美育元素及价值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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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古典音乐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体现了其独特的美育价值。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采用历
史文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发现，中国古典音乐以其内在的音乐美感，引导人们追求高尚，和谐，深邃的情感，实现了美的
教育。更深一步的分析发现，中国古典音乐中的“和”字理念，乐律的调和美，以及音乐的深度和广度都积极地塑造了人
们的审美观和人格特质。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个体的情操修养和精神追求，加深了个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理解和
赞美。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挖掘我国古典音乐的教育价值，纳入美育教育中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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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古典音乐，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

至今一直独领风骚，其中所蕴含的美育元素和价值不仅是音

乐艺术聆听的重要精神享受，更深入到个体的精神性修养和

情感的修炼。然而这一演示的美育力量和深远影响，并未被

全面理解和充分利用，尤其在现代教育状况下，更值得深入

探索其丰富的教育价值。因此，本文将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

料，采用历史文化分析的研究方法，重点关注中国古典音乐

中的美育元素及其所体现的文化价值，力图进一步理解并弘

扬中国古典音乐在美育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2 中国古典音乐的定义与发展

2.1 定义和来源
中国古典音乐的定义与来源构成了理解其在中华文化

中角色的基础 [1]。中国古典音乐，一般指传统的宫廷音乐、

仪式音乐以及古代雅集使用的音乐形式。这些音乐形式的定

义并不仅限于乐曲本身的旋律和节奏，还涵盖了音乐背后的

哲学思想、文化内涵及其在社会中的功能与价值。古典音乐

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崇高地位，由于它常常与历史传统、哲学

思想和社会功能紧密相连，其价值不仅在于艺术欣赏，还在

于教育和道德教化的功能。

中国古典音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远古时期。

早期的音乐活动基本上以自然崇拜和部族仪式为基础，具有

原始宗教和图腾崇拜的色彩。在夏、商、周时期，青铜乐器

的使用日益普遍，标志着音乐制度的初步形成。随着社会的

发展和文化的积累，到周代礼乐制度逐步建立，音乐也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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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并形成了特定的形式和风格。在这一时期，音乐不仅

用于宗教和政治活动，也开始渗透到中华日常生活中，成为

贵族和文人雅士的必修技能。这一背景奠定了古典音乐作为

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础。通过对乐器的改进、记谱法

的发展及音乐形态的演变，古典音乐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旋律

特征与和谐理念，成为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

2.2 发展历程和流派
中国古典音乐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的中国文明起源时期 [2]。古典音乐在历代的传承下，逐步形

成了丰富多样的音乐流派和风格，如唐代的燕乐、宋代的词

曲音乐及清代的民间音乐。每个时代的音乐发展都受到当时

的社会背景、政治环境与文化交流的影响，并呈现出独特的

音乐风格和美学特征 [3]。

在周代，音乐被视为礼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规范

社会秩序和涵养道德的作用。到了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加

速了中西音乐的交流，外来乐器和乐曲丰富了本土音乐的内

容。唐代则是中国古典音乐的黄金时代，宫廷音乐和宗教音

乐都达到了高度发展，产生了诸如“霓裳羽衣曲”等经典

之作。

宋代以词曲著称，音乐形式更加多样化，出现了“南曲”

和“北曲”的分别，为后来的戏曲音乐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

昆曲逐渐发展成为代表性剧种，与此民间音乐也开始兴起，

多元的音乐流派相互影响，促进了音乐文化的繁荣。

各个流派间的相互交融与演变，使中国古典音乐的表

现形式和风格经历了不断地丰富和创新。在漫长的发展过程

中，古典音乐不仅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也成为美育的

重要载体，通过音乐内涵的传达和表现，塑造着人们的审美

观念和道德思想。

2.3 古典音乐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中国古典音乐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深厚而复杂。中国古

典音乐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

思想，特别是儒家、道家对于“和谐”与“中庸”理念的追求。

在音乐创作与表达中，不仅注重旋律的优美和节奏的和谐，

还强调心灵的安宁与社会的和谐，这些都源于中国文化对天

地人合一的信仰。古典音乐通过乐舞、礼乐制度等形式融入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礼仪活动，成为维系社会结构、传承道

德规范的重要工具。

3 古典音乐中的美育元素分析

3.1 内在音乐美感的体现
中国古典音乐以其独特的内在音乐美感彰显出深厚的

文化底蕴，这不仅体现在旋律的优雅和谐上，更在于其情感

的丰富表达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古典音乐中的音律运用高超

技巧，强调平衡与对称，通过精巧的旋律和声搭配，使人心

旷神怡。中国古典音乐常运用自然意象和哲学思辨来传达艺

境，形成了一种“声中有画，画中有声”的艺术效果，如唐

代琴曲《高山流水》通过音乐表达出自然景观的壮美与心灵

的契合。

从结构上来看，中国古典音乐善于通过简约的旋律线

条和富有表现力的节奏变化，营造出引人入胜的音乐图景。

这种美感不仅引导听众在音乐中获得情感的共鸣，还能激发

深思与共情。音色的变化和乐器的独特表现力进一步增强了

音乐的吸引力，以古琴、琵琶、二胡等乐器为例，这些乐器

在特定情境中表现出的细腻音质和情感色彩，令听众心驰

神往。

在表现内容上，古典音乐常以诗、乐相结合的形式传

递情感思想，这种诗乐一体的模式为音乐注入了更深层次的

文化意蕴和情感厚度，使听者在音乐欣赏过程中获得思想上

的启迪和心灵上的愉悦，显示了古典音乐作为美的教育的重

要作用。

3.2 “和”字理念的表现
中国古典音乐中的“和”字理念是其美育元素中的核

心之一，贯穿于音乐创作、演奏和欣赏的各个层面。这个理

念不仅仅体现在音律的调和上，更深刻地融入了音乐所传递

的文化和哲学内涵。古典音乐注重和谐，以达到身心的平衡

与安宁。在乐曲中，旋律与旋律、乐器与乐器之间的协调关

系构成了音乐的整体和谐美。中国古典音乐通过多层次的和

声，营造出一种静谧、从容的艺术氛围，使听众在音乐中感

受到心灵的宁静和审美的愉悦。

“和”理念还承载着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强调在

人际和社会关系中的和谐相处，这种理念在音乐中表现为对

节奏、力度和音色的精巧平衡。通过音乐实践，鼓励个体追

求内心的和谐美，不仅是个人情感的陶冶，更是一种社会责

任的体现。在欣赏和演奏音乐时，个体往往能够感受到音乐

所带来的共鸣和深远的文化影响。通过引导对“和”字理念

的认识和理解，中国古典音乐对培养人的道德情感起到了潜

移默化的作用，促成人们在和谐社会中的自我完善。这种理

念的贯彻不仅丰富了音乐的内涵，也提升了个体的精神境界

与审美情操。

3.3 乐律的调和美与音乐的深度和广度
中国古典音乐中的乐律调和美及其音乐深度和广度彰

显了其独特的美育价值。乐律的调和美，即音乐中的协调与

平衡，通过精确的音准与节奏结合，营造出和谐的听觉体验。

这种调和不仅提升音乐表现的完整性，也引导听众在听觉享

受中获得精神的宁静与满足。而音乐的深度和广度则在于其

复杂的结构和丰富的情感表达。通过多种乐器的配合以及作

曲技法的巧妙运用，音乐作品能够传递深刻的哲学思考与细

腻的情感细腻。这种深度使得听众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不

断地挖掘音乐背后的文化内涵，从而提升其审美能力。音乐

的广度为审美教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欣赏者在多层次的

音乐体验中不断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与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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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古典音乐的美育价值及其意义

4.1 个体情操修养和精神性追求的促进
中国古典音乐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其美育价值对于

个体的情操修养和精神追求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古典音乐

通过其复杂而精致的旋律和丰富多样的情感表达，引导个体

进入一种高尚而深邃的精神境界。在欣赏和演奏古典音乐的

过程中，个体不仅能够感受到音乐的内在美感，还能在潜移

默化中提升自身的情感修养。

古典音乐中的“和”字理念强调和谐与统一，这种理

念不仅体现在音乐作品的创作和演奏中，而且影响着听众对

世界的看法和理解。通过欣赏这种音乐，个体逐渐学会欣

赏不同元素之间的和谐，进而将这种和谐美感内化为个人追

求。音乐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和哲学思考，也激发

了个体的哲学思考和精神性追求。音乐以其特有的方式，引

导个体思考生命、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激发了对这些基

本命题的思索。

中国古典音乐中对人性、自然的赞美和对道德、理想

的弘扬，对个体的人格特质的塑造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音乐

中的情感和理想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人们自我反思、自我完

善，追求道德完善和境界提高。这种情操修养和精神追求的

提升，不仅使个体在当下获得精神享受，也为终身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中国古典音乐成为个人修身齐家、立德

树人的重要途径。

4.2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理解和赞美
中国古典音乐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在艺术

层面上展现出丰富的审美价值，更在于它深刻地反映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音乐中运用的“和”字理念，不

仅在旋律的构造中实现了对谐调之美的追求，也寓意着中华

文化中追求内外和谐、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这一理念在音

乐中的体现，使欣赏者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文化根植于内心

的祥和与宁静，从而激发出对传统文化深刻的理解。

中国古典音乐对于四季、自然、人生等主题的细腻表达，

使听者在音乐中领悟到传统文化中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生

真谛的思索及对社会和谐的期望。这些音乐作品不仅是听觉

的艺术，更是文化的传承者，它们将历代文人志士所迷恋的

文化精髓通过音符传达给现代人，成为中华文化精神遗产的

重要部分。

通过中国古典音乐的学习与实践，个体能够进一步体

味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起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

感。这种深层次的文化理解，不仅促进个体精神的丰富和提

升，也为当代美育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内涵。

4.3 对现代美育教育的影响和启示
中国古典音乐在现代美育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启

示。中国古典音乐以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形式，

为美育教育提供了丰厚的资源。其强调的“和”字理念能够

启发学生在群体中寻找和谐，促进了合作精神的培养。古典

音乐中的乐律美及其深度与广度，激发了学生的艺术审美能

力，提升了对不同文化艺术形式的敏锐感知。音乐中蕴含的

哲学思想，鼓励学生进行跨学科的思考和探究，推动现代教

育理念的多样化发展。古典音乐中的情感表达和人文精神，

有助于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增强他们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通过在现代美育中引入中国古典音

乐，能够更全面地实现教育的情感和精神价值。这种整合

不仅丰富了美育教育的内容，还支持了学生全面而和谐的

发展。

5 结语

本文通过深入挖掘中国古典音乐中的美育元素，明确

指出了其在个体情操修养和精神追求提升，以及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价值理解加深方面的重要性。我们发现，古典音乐

中的音乐美感，“和”字理念，乐律的调和美以及音乐的深

度和广度等元素，都为塑造人们的审美观和人格特质，提供

了有力的推动。这种对美的追求，并实际体现在音乐教育中，

对于我国美育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以后可以从实践角

度出发，探索和研究中国古典音乐在实际教育过程中的运用

和实施策略，以期为我国美育教育的丰富与发展贡献新的理

论和实践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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