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音乐文化在教学中

的解读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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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人类文化传承的载体，信天游作为我国

西北人民传统精神文明的智慧结晶和传统音乐文化

中重要的精神财富，是我国音乐基础教育各学段的

重要教学内容。但长期以来，因教师疏于对民族音

乐文化的把握，对音乐课程标准解读得不到位，加

之学生嫌民歌“土气”而缺乏学习兴趣，使得民歌

鉴赏教学效果不佳，从而影响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

承问题。欣喜的是，作者在“江苏省首届中学‘音

乐名师论坛’——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教学实践”

专题活动中，观摩了一节名师展示课：初中音乐欣

赏“血色浪漫——信天游”，该课巧妙地以电视连

续剧《血色浪漫》的四个片段为切人点，引导学生

参与到音乐实践活动中，学生学习兴致高涨，课堂

气氛热烈，与民歌音乐欣赏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闷

课”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感触最深的还是师

生在课堂上凝练出的“甩、断、吼”等字眼——黄土

高原的地理环境、人文背景、审美习惯、音乐风格

等深厚的文化内涵都融入这响亮、简单而生动的三

个字当中，学生容易理解、便于模仿。受名师课的

启示，我们也设计了一节高中音乐鉴赏课“高亢的

西北腔——信天游”。该课在进一步研究信天游文化

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新修订的音乐课程标准，引导

学生在一系列的音乐实践活动中深度感受和体验信

天游的文化本质所表现出来的音乐风格，“信天游”

在高中音乐鉴赏课上也“游”了起来。“游”字，一

是指信天游本身的音乐文化本质，二是指与信天游

文化内涵相对应的课堂教学场景应该是“动”起

来、“游”起来的生动场面。文章旨在探索让信天游

“游”起来的教学策略与同行商榷。

一、课例回放与感悟分析

(一)导入部分

1．欣赏“脚夫”在黄土高原运送货物时唱的信天

游《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视频材料(教材“拓展与

研究”中的配套材料)，在PPT空白处设问：

谁在唱?(脚夫——赶毛驴运送货物的人)

在OUI．pPj?(黄土高原的荒山野岭之处)

怎样唱?(“吼”着唱，板书一个大大的“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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搴 唱的什么? (二)主体部分

手 师：唱的是当地流传甚广的一首信天游(板书： 主体部分主要通过学唱《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

皆 信天游)，歌名叫《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出示 进一步探究蕴含在仅有两句篇幅中的信天游文化内
。

《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谱例) 涵，达到深度感受信天游风格特点的目标。

2．师生朗读谱例上的歌曲名。(教师用方言，学 1．师生用方言朗读歌曲名和歌词感受信天游的语

生很想模仿；歌名中“泪蛋蛋”、“沙蒿蒿”等叠词， 言特点。

使得信天游重词叠字的语言特点一目了然) 2．教师带领全班一起看谱例听音响模唱，感受重

3．“我们也来‘吼’一句!’’教师教唱一句。 词叠字带来的亲切感。

1=F 42

稍慢自由地 ．

缒Ⅱl一0 6 6a l尸可2 52． 2 2 1 1 2 一 ．

i．羊(啦)肚子 手巾 (哟)

2．一个在(那) 山上 (哟)

3．嘹(啦)见(那) 村村 (哟)

i{1些l 5 Q些l垄_j U
三道 道(那)蓝， 咱们见 (来)面09)

一个在09) 沟， 咱们拉 不上(那)

了不见 (那) 人， 我 泪 (来)蛋蛋

。 l结束句

业L坠l墨4璺1怍一：lI o 山l!
容易 (哎呀)拉话 话难。 我

话儿 (哎呀)招一 招手。

抛在 (哎呀)沙蒿(哟)林。

_ⅡI业型I墨4 4一I 2一卜
泪(来)蛋蛋抛在 (哎呀)沙蒿 (哟)林。

感悟分析：学生从视频看到、听到的《泪蛋蛋

抛在沙蒿蒿林》，声音涩涩的、不那么圆润，因为脚

夫唱的是基层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和情感。信天游

的“信”具有“真”的含义，表现出恶劣的自然环境

使西北民歌听起来有股愁苦和苍凉的美感。短小的视

频、直接的问题，使得信天游生存的自然环境、“脚

夫”以及信天游的基本演唱方式等知识都尽在其中。

这一“吼”，课堂就开始热了起来，而“吼”着唱的

真声演唱方法不仅只是信天游的演唱方式，更隐含着

西北民歌“高亢”的风格特点，这一“吼”，更为后

面在学唱中深度感受和理解信天游的文化内涵打下了

基础，学生与西北民歌的距离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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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唱谱分析歌曲结构(两句式的结构，且上句比

兴，下旬点题)。

4．划旋律线，感受上旬旋律线往上走，下句旋律

线往下走的特点。跌宕起伏的旋律线如同黄土高原的

地形地貌。

5．学唱“甩腔”、“断腔”等技巧。掌握在哪个音

用甩腔(在上句中间，高音延长的尾部高音与尾音形

成四度跳进，在四度跳进的尾音处)。体验生活环境

造成的一唱三叹的悲凉感，理解“休止符”带来“断

腔”的艺术效果。(板书“甩”、“断”等字)

6．鼓励学生，想象自己就是视频中的那个脚夫，

在荒山旷野里边走边唱。尝试唱会、唱好《泪蛋蛋抛

在沙蒿蒿林》。(唱三段歌词，完整地感受歌曲所表达

的情感)

7．为《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重新填词，创作师

生版信天游。要求上句比兴，下旬点题，并运用叠

词。如：

师唱：天蓝蓝(那个)飘着(哟)一道道(那)云，

生唱：哎呀我们一起吼吼(那个)信天(那)游。

8．唱师生版信天游。

9．出示女声版信天游《兰花花》谱例，教师为学

生献唱一段《兰花花》，主要目的是总结信天游的风

格特征，让学生了解信天游既能高亢如吼，也可以深

情如诉。

10．分析《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和《兰花花》

的内容特点，明白民歌信天游多为爱情主题，所以当

地又称信天游为“酸曲”的原因。由于地理环境、生

活方式和传统审美习惯的原因，“高亢”是西北民歌

的共同特点。

感悟分析：主体部分旨在分析地理和人文环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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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天游音乐风格的影响。以学唱《泪蛋蛋抛在沙蒿蒿

林》为主线，从听原唱到模仿着跟唱，从唱会到唱

好，从唱好再到填词创作。每一次唱都增加一个知

识点，“唱”的难度也随着文化渗透而逐次增加，学

生的学习兴趣在步步增加的难度中持久发力。教学重

点、难点也在梯度明晰的“唱”中迎刃而解，一切水

到渠成。“唱”成为了学生感受和体验信天游音乐风

格的重要途径。正是学生都参与到人人都可以参与的

“唱”这样一个音乐实践活动当中，所谓的“土”反

而变成了“趣”。之后，学生在自己划的旋律线中感

受到了黄土高原的地形地貌，在模仿甩腔、断腔的活

动中体验西北民歌的演唱方法以及当地人的审美习

惯，感受和体验到了信天游的音乐美。

(三)拓展部分

拓展部分，主要通过跟唱和聆听20世纪80年代

具有西北民歌风格的通俗歌曲，探究专业创作与民歌

的关系。

1．播放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通俗歌曲《信天

游》，讨论这首歌曲与今天我们鉴赏的信天游有什么

联系?(理解民间音乐是专业创作的素材与源泉)

2．在高亢的歌声中结束。根据剩余时间的多少，

播放《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片断，师生合着

音响一起高歌结束本课。

感悟分析：拓展部分通过学生比较熟悉的具有西

北民歌风格的专业创作歌曲，既开阔眼界，又便于厘

清西北民歌与西北民歌风格的专业创作歌曲之间的关

系，有利于培养高中生的思辨能力和质疑习惯，为有

创作冲动的学生指引方向，是音乐审美的升华。

二、让信天游“游”起来的教学策略

(一)教师深刻理解音乐文化内涵是前提

教师深刻理解文化内涵的过程，就是理解、把握

和整合教学内容所涉及的音乐、文化以及课标等知识

信息的过程。“理解是音乐学的最高目的，理解意味着

了解和解释”①，音乐教师不仅要了解信天游音乐中

的文化和文化中的音乐，还要考虑怎样帮助学生理解。

关于音乐与文化的研究，学者们一致认为，“音乐与文

化的关系有三种相互平行彼此支撑的关系，即music in

culture(音乐在文化中)、music as culture(音乐作为文

化)、music is culture(音乐即是文化)。所以，人们在

提及‘音乐’、‘文化’时，通常并称为‘音乐文化’，

音乐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合体”。②音乐教师只有对

音乐文化进行领悟和把握，才会用一种更理性的思维

和更广阔的视角来优化教学设计、提升文本价值，也

才会创造性地重组教材、用活教材、用好教材。

中国古典美学强调天人合一，信天游把真实朴素

的情感寄予天地之间。信天游的跌宕起伏来自于黄土

高原的千沟万壑，信天游的悠远和高亢来自于辽阔的

长天厚土和连绵的荒野黄沙。信天游旋律的大跳、拖

腔的长短、速度的快慢、音域的转变，甩腔、断腔和

真声及真假声结合的演唱方法等均是信天游文化内涵

在音乐中的呈现方式。没有顺天漫游的无拘无束，就

没有脚夫天地间的真声演唱带来的苍凉美感，也就没

有高亢的腔调情韵。课例中的“甩”、“断”、“吼”与

信天游的唱腔和结构相关联。信天游多为上下的两句

体，且上句比兴，下句点题，这一点一般教师都知道。

但上下句均有两个腔节却少有人探究，正是上句在头

一个腔节上保留一个悠长的、处于高音区的长音，并

在音调将要下行时插人一个短时值的、更高的音，这

个短时值的高音用假声一带而过，就像用鞭子甩了一

个弧线，故称之为“甩腔”，这个弧线式的甩腔使得脚

夫的情感宣泄无遗。下旬则沉浸在惆怅感慨的状态之

中。而“断腔”又充满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悲凉。

一个往高处甩、一个往低处叹，一个在上句、一个在

下句，表达了歌者那种凄凉、不堪倾诉的情感，这就

形成了对比的艺术效果。所以，教学时才会启发学生

“吼”着唱、“甩”着唱、“断”着唱、无拘无束地唱。

音乐教师理解音乐文化是必备的涵养，研究音乐

文化应该成为教师应有的习惯，这是备课的第一步，

是上好课的前提。教师对音乐文化理解得越深刻，音

乐课才会上得越精彩。

(二)提高学生参与度是有效的途径

聆听，的确是音乐欣赏、鉴赏教学的一条重要途

径，但它绝不是唯一的途径。学生“感受和鉴赏音

乐的能力，是‘唱’出来、‘奏’出来、‘舞’出来、

‘表现’和‘创造’出来的。”④小学是这样，初中是

2013一ll 卞因考蠹段害 19 CHINA MUSIC EDUCATION

蛛
啦
圈

每

●

一

2
n

旨
0
∞

N
0

暑

万方数据



烁
垛
圈

誊

■

一
2
n

}
巴
∞

N
0

磊

这样，高中也是这样，成人更是如此。“专业歌唱家、

演奏家的音乐感受与鉴赏能力毫无疑问是高的，他们

的这种能力主要是得益于他们唱得多、奏得多、表演

得多，熟能生巧了。当然，聆听对提高音乐家、演奏

家的音乐感受和鉴赏能力是有好处的，但不可能是最

主要的”，④更不是唯一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音

乐课程标准(2011版)》“实践性”指出：“音乐课程

各领域的教学只有通过聆听、演唱、探究、综合性艺

术表演和音乐编创等多种实践形式才能得以实施。学

生在亲身参与这些实践活动过程中，获得对音乐的直

接经验和丰富的情感体验，为掌握音乐相关知识和

技能、领悟音乐内涵、提高音乐素养打下良好的基

础。”⑨那种说音乐的方式给学生的思维、身体套上了

枷锁，“闷课”是必然的。音乐教师只有激发和引导

学生参与到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学生才会学得有趣，

继而学得有效。课例中，正是学生都参与到“唱”这

样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主要活动当中，学生的思维

和身体才得以解放，课堂也才会活起来。让信天游

“游”起来，不仅是信天游的文化本质所决定的，更

是新修订的音乐课程性质所要求的。

(三)设计有效的音乐实践活动是成功的关键

设计有效的音乐实践活动，就是给学生创造提供

参与的平台和机会。设计音乐实践活动的过程，就

是教师在把握音乐作品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以音乐

课程标准为依据，在音乐、文化、活动之间寻找聚

集点、切人点的过程。这个聚集点和切人点，就是

科学地设计出能正确处理知识、技能的学习与审美

体验和文化认知的活动载体。大多数教师逐步有了

正确的理念，但上完课后，总是埋怨学生不积极参

与。学生们何尝不喜欢解开枷锁动起来，是因为教

师设计的活动不到位，使学生无法参与其中。教师

的教育理念、教学智慧、文化素养、课程知识等都

集中体现在他设计的实践活动中，因此，设计有效

的音乐实践活动应成为教学设计的核心内容。名师

展示课，巧妙地运用电影片段，每一次唱都先用视

频做铺垫，凡看必唱，学生的眼、耳、嘴、脑、情

都动了起来，学生参与充分，课堂活力四射。课例

是高中音乐鉴赏的学习课，“唱”，逻辑性更强，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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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往深里挖，相对名师的初中展示课，增加了音乐

鉴赏的理性色彩。基础教育各学段的理念是一致的，

不同的只是由于学生学习基础和经验的差异所体现

出来的深度和广度的差异，可以互为启示。所以，

高中、初中、小学应该多听课交流，有利于各学段

教学的完善和衔接。教师在设计音乐实践活动时，

既要考虑到每一个活动的针对性、目的性和可行性，

又要想方设法把这些音乐实践活动有逻辑性地、有

梯度感地、流畅地串接起来。教师需要在平时不断

积累和大胆创新那些受学生欢迎的、有时代特色的、

符合教学内容和音乐风格的活动形式和方式，易接

受、好操作的音乐实践活动才是有效的、科学的。

“优秀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命根

子。”@“音乐课程的人文性质，给学生提供了一个

通过音乐学习，了解优秀文化遗产的人文内涵，理解

人们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更好地把握人生脉络的窗

口。”④音乐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化是音乐的本质，

“游”就是信天游的本质。教师对信天游文化内涵的

把握是让信天游“游”起来的基础和前提。“只要我

们的老师熟悉民族音乐，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

就不会担心我们的孩子不喜欢”。⑧

注释：

①杨燕迪《作为人文学科的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1991年第2期。

②杨燕迪《音乐与文化的关系解读：方法论范式再议》，《上海

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61—68页。

③④郭声健《中小学音乐“感受与鉴赏”教学应澄清的几个问

题》，《课程·教材·教法》2010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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