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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础音乐教育的多元文化视野谈高师声乐教学选

曲
1
 

易秀华 

（湖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湖北黄石 435002） 

【摘 要】重视多元文化的交流已成为现代教育的主要发展趋势，文章通过对基础音乐教育教材中多元音乐文化

的透析，就高师声乐教学的选曲问题提出相关探讨与建议。希望高师声乐教学能够立足基础音乐教育的需要，更准

确地把握时代发展的方向脉搏，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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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文化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也日益密切，弘扬民族文化尊重世界多元文化已经是当

今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国际上更是重视多元音乐文化的交流，目前全球最大的从事多元音乐文化教育的组织为国际音乐教育

会（ISME），该组织自 1953 年成立以来一直至力于促进世界各国多元音乐文化的交流及教育，为保存人类社会的多种音乐文化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年来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改革中突出彰显了重视多元文化教育的教育理念。新的一轮基础音乐教育改革

从音乐课程标准，到教材内容的安排都非常注重各国音乐文化的引入与交流。在学术界多元音乐文化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者

们的关注并涌现出大量丰硕的成果。本文建立在前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基础音乐教育改革，对髙师声乐教学及选曲中的多元

文化问题展开了研究。 

一、基础音乐教育的多元文化现状调查 

髙师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为基础音乐教育提供音乐师资，基础音乐教育的人才需求是髙师人才培养的“航向标”。目前，基础

音乐教育的改革力度较大。自 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全曰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以来，基础音乐教育的音乐教材内容

作了较大调整。笔者对湖北省武汉市基础音乐教育教材内容作了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范围内的全面调査。当前武汉市中小学音

乐课使用的教材为吴斌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音乐》2003年出版。从小学到初中共九年

级 18 册。这一套教材是根据 2001 年新课标的颁布而制定的。教材的编写思路提倡以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面对全

体学生，注意学生的个性发展；重视参与实践，鼓励探究与创造；弘扬民族文化，尊重多元文化；提倡学科综合，改善评价机

制。从教材内容来看与之前的教材相比强调多元文化的学习理念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教材内容上的多元化和音乐形式的多元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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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内容的多元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本民族音乐的介绍除了汉族音乐文化以外新增加许多我国其他少数

民族音乐的教学内容。如彝族歌曲、瑶族歌曲、苗族民歌、侗族民歌、撒尼民歌等。二是增加了对世界其它民族音乐的介绍。

之前的外国音乐介绍多集中于欧洲国家，调査的教材在第七年级 14 册增加了非洲音乐介绍的专门单元，在六年级 12 册安排了

亚洲选歌单元。教材中还设有有对俄罗斯、德国、法国等国优秀音乐文化的学习单元。内容的调整充分体现了基础音乐教育强

调多元音乐文化的渗入，加强音乐文化的国际交流理念。 

2、 音乐形式的多元化。从教材的歌曲体材形式分析来看，中国歌曲除了传统的艺术歌曲、创作歌曲、外还涉及戏曲艺术，

如京剧、越剧等，还有中国歌剧选曲、芭蕾歌舞剧等部分。外国歌曲部分，涉及外国歌剧选曲、外国艺术歌曲、外国民歌等。

表现形式有合唱形式有独唱形式，音乐风格有抒情艺术歌曲、有进行曲、有民族风格的歌曲。题材有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等。

教材内容丰富多彩，音乐形式多样化，全方位的体现了基础音乐教育从内容到形式的多元化发展理念。 

二、多元文化背景下高师声乐选曲的原则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髙师声乐教学过程中学生曲目的学习内容与人才的知识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髙师声乐教学选曲的理念与

原则应该是：紧扣基础音乐教育所需，把握当今教育发展理念的前沿，结合学生的具体实际来进行选曲。从前有对基础音乐教

育教材内容的调研来看，中小学音乐教学内容从题材内容到音乐形式都呈多元化趋势。而髙师声乐教学目前还没有与基础音乐

教育完整接轨，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培养目标的偏离，容易突出精英式教育而忽视师范性教育。髙师声乐教学由于多年来受专业音乐教育培养模式的影响，

精英式教学思想难以彻底摆脱。在教学过程中容易不自觉的花大量的教学时间让学生去演唱难度较大的歌剧作品，甚至存在一

个学期演唱一首作品的现象。笔者认为这样是一种较为极端的培养方式，学生在大学期间曲目量的积累会严重不够，知识面也

较为狭窄，难以适应将来的教学工作。 

2、 歌曲选择面单一，导致学生知识结构不合理。这一点也是当前声乐教学普遍存在的另一个现象。许多学生到了大学四

年级问他演唱过什么作品，——例举都是同一风格同一题材的创作歌曲，或者都是意大利古典艺术歌曲。戏曲风格作品，个少

数民族歌曲等都没有接触。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几点。其一由于专业教师的审美取向所好，许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习惯让学

生演唱老师自己喜欢的歌曲，不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及将来的就业需要。其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随意性较大，没有针对每组

学生制定教学计划。其三，对基础音乐教育的关注太少，对中小学教学人才需要什么样知识结构的教师缺乏了解。 

3、 曲目选择的实用性欠缺考虑。这里所指的曲目实用性主要专门针对学生毕业后的教学工作。由于学习音乐的学生在考

进大学前就有不同程度的声乐学习经历，有些作品在髙考前已经学习过，导致许多教师就直接跳过基础性歌曲的学习，只演唱

髙难度的歌曲，或者是只唱当前很流行的歌曲，旋律好听的作品。忽略了作品演唱的实用性。事实上许多基础性乐曲在将来的

工作中非常实用，且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及教学意义。因此，基础性乐曲的学习应该成果髙师声乐选曲的一个重要内容。 

4、歌曲演唱受唱法分类的局限。存在美声唱法的学生中国作品的演唱较少，民族唱法的学生外国作品演唱很少的现像。而

且美声唱法的学生教师选择的外国歌曲多为意大利歌剧、意大利艺术歌曲，德语、法语，等其他国家语言的作品相对较少，中

国作品演唱尤其是传统少数民族歌曲更是很少接触。这样出现许多美声唱法学生中国作品演唱水平的欠缺。长此以往自然导致

传统音乐文化的流失。同样民族唱法的学生对外国作品的演唱量也相当贫乏，这也不利于促进世界音乐文化的了解与交流。 

三、高师声乐教学选曲中面临的困境分析 

1、 学生程度不一。髙师声乐教学面临的学生都是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学生入学前有的是钢琴主项，有的是声乐主项或

者器乐主项。而髙师声乐教学大多采用小组课教学形式，一节课人数有四至六人不等。同一小组的学生程度不一，嗓音条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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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如有的学生音色适合美声，有的适合民族，有的条件很好能很好的完成歌剧作品，有的却还在初级歌曲学习阶段。因此，

将程度、条件不一的学生在有限的四十五分钟内组织好教学是极具挑战性的。 

2、 教材的缺乏。当前我国教材的课程体系建设较薄弱，髙师声乐教材没有跟基础音乐教育的教材接轨形成统一体系。从

现有髙师声乐教材来看教材出版的随意性大，教材的重复性较大，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另外，髙师声乐教学的教材选择

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每个学校使用的教材都不一样，甚至同一学校根据教师审美取向的不一使用的教材各有差异，无统一标准。

笔者认为，髙师声乐教材也应该跟基础音乐教育一样由教育部门统一编写教材，内容上要紧扣基础音乐教育的需要。且应该配

备教师用书，音响资料，学习资料，在德语、意大利语、法语、捷克语等教材内容部分应该配有歌曲语言发音基础的朗诵资料

及歌曲语言范读与范唱，大力加强教材的建设力度。 

3、 师资的不足。这里所指的师资不足主要指软实力上的师资力量不足。髙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学校遍及我国各大省会城市

及下面的相关地级市。相当部分的声乐教师多为国内音乐院校毕业的学生。有海外留学经历的较少，在法语、德语、俄语、捷

克语等语言的掌握上比较专业系统的不多。许多学校存在外国语音授课方面的师资不足。髙师声乐教学中欧洲国家德奥歌曲的

学习较多，相对而言亚、非、拉等国家的歌曲学习相对较少，这与髙师教师自身知识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笔者认为髙

师学校应该多给年轻声乐教师提供出国交流学习的平台，鼓励教师出国学习，提髙教学实力。目前，在外国歌曲学习部分由于

师资和教材条件的局限，许多髙校都难以拥有能掌握多国语言艺术歌曲演唱的优秀师资，尤其是在捷克语、拉丁语、俄语等外

国语言的歌曲教学上师资跟谱例都很缺乏。这些都难以让多元音乐文化教育落到实处。 

四、多元文化背景下高师声乐选曲的建议 

1、 曲目选择注重共性学习，重视基础、突出师范性。髙师声乐教学有其独特的特点，上课形式多为小组课。在小组课教

学中为避免学生程度不一所带来的困扰，在声乐教学曲目的选择上应该注意选曲技巧。在初始阶段练声曲的选择上以呼吸训练，

共鸣训练、咬字训练、音域的拓展训练为主，练声曲旋律的选择以平稳的三度，五度为主，音型也不宜复杂，以便可以兼顾到

程度差的学生，练声曲的安排可与歌曲的内容结合起来为解决歌曲难点而设计。歌曲的选择以基础音乐教育用得较多的作品为

主，如比较简单的中外艺术歌曲，民族歌曲，民间小调为主。利用小组课的优势多安排共性学习，突出师范性这样既能使教师

资源得到很好的利用，又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2、 歌曲内容选择涉及面广，避免学习内容过于单一。 

髙师声乐教学要实现学习内容的多元化，在曲目的安排上一定要内容丰富设计合理。在每个学期都要在曲目量的完成上要

有一定要求，一般不能低于六首作品，根据作品的难度和学生的程度，以安排六到十八首作品为宜。其中这些作品要涉及到中

国作品跟外国作品。中国作品包括：艺术歌曲、创作歌曲、民族民间歌曲（包括汉字及其他少数民族）、古诗词作品、中国歌剧、

戏曲风格的作品。外国歌曲包括：欧洲国家艺术歌曲、亚非国家艺术歌曲、拉丁美洲艺术歌曲及歌剧作品的接触。歌曲的选择

在现有资源的前提下难度可以要求不髙但是范围要尽可能广。 

3、 歌曲风格的选择上摒弃民族美声之分，多种风格融会贯通。 

关于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及流行唱法的融汇与贯通近年来出现的“吴碧霞现象”、“谭晶现象”都充分的说明唱法间的融合

贯通是充分可行的。吴碧霞既能把中国传统民歌唱得味道十足，又能把外国歌剧、艺术歌曲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歌唱家廖昌

永用美声方法演唱了大量的民族歌曲、通俗歌曲如《映山红》、《神话》等并广受大众所喜爱。这说明，民族唱法的学生演唱美

声作品或者美声唱法的学生演唱民族作品并不矛盾，只要方法掌握得当一样能唱好。同时通过这些现象此引发了我们髙师声乐

教育问题上的一些思考。在多元文化日益发展的当今，社会需要的是能掌握多种风格作品演唱的人才，基础教育需要的是有全

面音乐文化知识的师资。因此，髙声乐教学的曲目选择上教师也应该摒弃民美之分，多种风格作品都要有所涉及。且要引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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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唱什么像什么，从作品的文化内涵上去理解音乐演绎音乐。 

4、 选曲方法多元化，自选与师选相结合，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在歌曲的选择权问题上提倡学生自选与教师选曲相结合，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的教学能力。

教师如果完全替学生安排学习内容就容易导致学生歌曲选择上具有依赖性，学生自己选歌可以激发学生思考什么样的作品适合

自己。在选曲过程中去探究什么样的作品用怎样的音色来演唱，甚至通过找曲会发现教材外的或者是教师没有想到的作品，拓

宽演唱面。在自选与师选的问题上教师要注意把握好方向，随时给予正确的引导。教师可以安排在第一第二学年师选比例居多

为 10:2左右。到第三第四学年随着学生的学习能力增强可以把比例调整为 5:5。 

5、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曲目的安排难易得当，分级进行。 

在髙师声乐教学中对所例入教学范围的作品，教师应该有一个大致的梳理并做合理安排。大学一、二年级以曲目量的积累

为主，多选基础性教学的作品如《在路旁》、《摇篮曲》、《花非花》、《问》、《渔光曲》、《黄水谣》、《沂蒙山小调》等多安排共性

学习的内容。在大学三、四年级，加强个性的培养及表演水平的提髙。可以选择难度较大的作品，并注意安排能方便训练学生

舞台表现力的作品。如《长相知》、《梅花引》、《故乡是北京》、及中外歌剧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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