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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xi�folk�songs�are�an�important�part�of�Chinese�folk�art�culture�and�have�important�artistic�and�cultural�values.�However,�in�the�era�
of�rapid�development,�the�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of�Guangxi�folk�songs�encountered�some�problems.�It�is�necessary�for�contem�
porary�middle�school�music�education�to�let� the�future�talents�of�the�motherland�understand�these�precious�folk�arts�and�contribute�to�
their�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The�paper��rst�analyzes�the�necessity�and�signi�cance�of�Guangxi�folk�song�inheritance,�then�starts�
from�the�middle�school�music�education,�analyzes�the�purpose�of�inheritance�of�Guangxi�folk�songs,�and��nally�analyzes�the�strategies�
and�measures�of�inheriting�Guangxi�folk�songs�in�school�music�education�with�actual�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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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歌传承与学校音乐教育个案研究�
黄重宁�

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中国·广西�南宁��������

摘�要

广西民歌是中国民间艺术文化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重要的艺术文化价值，但是在飞速发展的时代当中，广西民歌的传
承和发展遇到了一些问题。当代中学音乐教育有必要让祖国未来的人才们了解这些珍贵的民间艺术，为其传承发展做出贡献。
论文先分析了广西民歌传承的必要性和意义，再从中学音乐教育出发，分析广西民歌的传承目的，最后结合实际案例分析学
校音乐教育中传承广西民歌的策略和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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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广西作为中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有灿烂的民族文

化，其中广西民歌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如今，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加上社会

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传统广西民歌的传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学校是传承艺术和文化的重要平台，因此从当代学校音乐

教育角度研究广西民歌的传承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2�广西民歌在学校教育中传承的必然性

在中国灿烂的文化历史长河当中，多数艺术文化的传承

主要依靠家庭、族群，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民歌文化，很少有

实体资料保留下来。广西民歌的唱法、韵调都有浓郁的地方

民族特色，反映了中国广西地区少数民族人们的生活习俗、

民族文化和劳动方式。在历史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这类民

歌文化的传承会受到生态变化、族群发展、生活习俗的影响，

其自然传承性质极不稳定。

近年来，中国大力倡导保护和传承民间文化，在教育改

革和公共文化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目的之一就是为了

更好保存珍贵的民歌文化，让其得到有效传承。其中，在中

学音乐教学课堂上，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广西民歌已经纳入

教学内容，尤其是艺术学院更是成为民歌文化教育和传承的

主体。

在当代教育理念下，民歌文化的教学，不单单是培养从

事民歌艺术表演的艺术人才，更多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珍贵

的民间文化，认识到文化传承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在了解和

学习过程中产生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因此，可以看到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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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乃至中国多个地区，从小学到大学，从专业艺术班到普通

班，都逐步开设广西民歌教学课程，为广西民歌文化的普及、

传承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3�广西民歌在学校教育中传承的意义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品

质逐渐提高，社会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强烈，加上国

家文化建设战略的推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迎来了良好的发

展契机。以广西民歌为代表的民族艺术文化教育越来越受关

注，在中学音乐教学课堂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在艺术学校当中，

广西民歌更是作为专业课程，成为培养地域性特色艺术人才

和新型文化工作者的重要元素。具体来讲，中国学校音乐教

育对广西民歌进行传承的目的有以下几点。

3.1�有助于提升学生民族文化素养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是中华民

族灿烂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开设广

西民歌课程，可以让学生了解广西民歌乃至其背后民族的文

化历史背景。在不同的广西民歌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进一

步对广西地区民俗文化和历史发展有更深了解，引起学生对

广西乃至全国各地民族文化的学习热情，有利于提升学生民

族文化素养，这也是推广广西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

3.2�有提高学生艺术审美能力

当代教育理念要求培养具备文化素养的高素质人才，而

艺术审美能力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很多地区的传

统教学模式下，音乐课堂的教学模式比较单一，仅仅让学生

学唱部分歌曲，而忽略了对学生的歌曲鉴赏、艺术审美能力

的培养。同时，在信息化时代当中，学生仅仅按照个人兴趣

和周边流行元素去听大量流行音乐，甚至部分学生喜欢上有

浓烈叛逆色彩的“死亡音乐”，严重影响学生心理健康和审

美能力。在学校音乐教育课堂上加入广西民歌教学课程，重

点在于让学生了解民歌本身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元素，有利于

培养学生良好的音乐鉴赏能力，优化审美观念，成为有文化

内涵的高素质人才 [�]。

3.3�有利于提高学生民族文化保护意识

随着当代全球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中国民歌文化的传

承受到外来音乐和文化的冲击，传承空间越来越狭小。中学

作为学生认识世界和建立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阶段，如何

培养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保护意识，成为当代教育者应

当重视的问题。在学校音乐课堂上进行广西民歌教育，可以

营造良好的民族艺术文化学习氛围，让学生有意识去保护这

些珍贵的文化。

4�学校音乐教育传承广西民歌的策略分析

广西某中等艺术学校，一直致力于培养现代化艺术人才

和文化工作者。随着当代教育改革，加上国家文化建设战略的

推进，该校逐步途径了音乐艺术教育改革，其中一个重要举措

就是利用广西地区本身的民歌文化氛围和广西民歌艺术资源，

将广西民歌鉴赏和教学纳入教学课程之中，在培养地方民族艺

术文化特色人才和传承民族艺术文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该

校在音乐教育中传承广西民歌的举措主要有以下几点：

4.1�优化课程体系

传统民歌教学模式的重点往往放在歌曲唱法、曲调、特

色方面的教学，忽略了民歌所蕴藏的民族文化、艺术价值教

学 [�]。为此，该艺术学校优化了课程体系，增设了广西民歌

鉴赏、发展历史、民族文化教学课程。例如，在每节课前 �-��

分钟，老师会根据当堂课教学内容选取经典的广西民歌曲目，

播放给学生听。如具有浓厚民俗文化气息的《布洛陀》，具

有民族史诗感的《莫一大王》等，目的是在学生群体中形成

广西民歌的鉴赏氛围，同时还有培养学生乐感的功能。在专

门开设的广西民歌艺术文化课堂上，教师会选取有代表性的

歌曲与学生一起鉴赏，然后与学生一起研究歌曲背后的民族

文化历史。例如，教师选取《布伯》这一广西民歌类型作为

教学曲目，让学生通过歌词、韵调去分析其表达和叙述的内容。

通过利用多媒体网络设备查询资料、师生交流沟通，让学生

了解《布伯》中有浓烈民族地方历史特色的神话故事，并从

中去了解广西壮族的发展历史和人文特色。

在增设民歌鉴赏、艺术文化历史教学课程之后，该校学

生对广西民族文化产生了更加浓烈的兴趣，同时也对广西民

歌的曲调、韵味、唱法特色更加了解，对于学生学习广西民

歌艺术和传承民族文化有重要作用 [�]。

4.2�丰富教学模式

事实上，民歌教学的一个难点在于多数学生对这类歌曲

不了解，相对当代流行音乐而言，学生普遍认为民歌过于“土

气”，在艺术学生眼里，很多民歌也比较难懂、难唱，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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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民歌学习没有兴趣 [�]。针对这一问题，该艺术学校教

师采用多样化教学模式，来优化传统枯燥单一的教学氛围，

目的是让学生对广西民歌学习提起兴趣。例如，教师会选取

趣味性和互动性比较强的广西山歌对唱曲目，先挑选学生与

自己对唱，这个过程中，老师和同学对唱的场景吸引了学生

们的注意力，同时还达到了为学生示范唱法唱腔的目的。然后，

教师再将学生按性别分组，组织广西情歌对唱比赛，提升了

教学趣味性，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在轻松的教学氛围下，

学生不仅对广西民歌产生浓烈的兴趣，在活动过程中学生也

可以进一步了解广西民歌的特色和丰富内涵。

4.3�加强社会参与

对音乐艺术学生而言，其不仅需要掌握音乐的唱法、艺

术内涵，同时也需要具备良好的表演能力，即使将来不从事

歌唱演员职业或民族文化工作，良好的表演能力也能提升个

人气质和素养 [�]。该艺术学院广泛与社会民歌和民族文化团

体合作，举办大量民歌文化推广和表演活动，一方面让学生

有更多实践表演的机会，另一方面联合民间组织可以扩大广

西民歌文化的影响力，有利于推广和发展广西民歌。例如，

在广西壮族“三月三”歌节期间，该艺术学校和广西壮族自

治区音乐家协会联手，在广西某壮族村落举办了民歌节。让

学校学生与民间艺术协会合作，编排了大量广西民歌节目，

民族村落里进行表演。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实际表演能力得

到了锻炼，同时在节日氛围中也更深刻感受到了广西民歌艺

术文化内涵。同时，该活动在当地产生了不小影响力，吸引

了社会关注，推动了地方特色旅游的发展，也实现了广西民

歌的推广和发展。

5�结语

广西民歌作为中国民族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

会经济飞速发展、文化交流融合越来越频繁的大环境下，其

自然传承受到了影响。作为民族艺术文化传承的重要领域，

各教育机构应当重视广西民歌等地方民族艺术的教学，通过

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教学模式、加强社会实践等方法，让学

生不仅掌握广西民歌艺术技能，还要加强对民族文化和内涵

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广西民歌民族文化，做好

对这一珍贵艺术的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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