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师范专业《音乐教学大纲》中指出：“教学

内容的确定应是统一性、实用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

原则，要注意面向各地，选编适量的乡土音乐教材，

应注意弘扬民族音乐文化，体现时代精神”。世界

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音乐文化，并在

世世代代的繁衍中传承，在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中得

以不断发展，民族音乐记载着各民族不同的社会、

历史、政治、宗教、民俗、人文、美学等多方面的内

容，它是各民族最具独特魅力的宝贵文化财富，体

现各民族极具个性的一面。德国作曲家、音乐教育

家卡尔·奥尔夫创立的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中也收

录了大量具有德国民族民间音乐、童谣为素材的创

作作品作为教材内容；匈牙利作曲家、民族音乐理

论家、音乐教育家柯达伊·古尔坦创立的柯达伊音

乐教育体系，也建立在继承匈牙利民族传统音乐文

化的基础上；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卡巴列夫斯基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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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大纲中也有大量的民族音乐作品。曹理老师

在《音乐学科教育学》中提到“从世界音乐文化发展

趋势来看，各国的音乐教育都将面临一个开放性的

全球视野的音乐文化环境和现实，多元文化已成为

21世纪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共同趋势”。民族音乐

有潜移默化的艺术教育作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

密联系，其寓教于乐、融于生活，具有通俗性和普及

性，作为教育资源易及时得到强化。民族音乐，为音

乐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提供

了技术经验和创作素材，例如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
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中以江苏民歌《茉莉花》为素

材；何占豪、陈钢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的主

题来源于中国的越剧音调；马思聪的小提琴曲《思乡

曲》的素材源自内蒙民歌《城墙上跑马》……我们建

立音乐教育与地方民族音乐之间的良性互动为基础

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彝族传统民间音乐，以其古老而深厚的传统，

富集而多彩的蕴藏、绚丽而独特的风采，成为我国

民族音乐中的宝贵财富，作为极其珍贵的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朵洛荷），彝族传统民间音乐有着隽永

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和开发价值。为了让彝族民

间音乐得以传承和发扬，可尝试在彝族地区幼儿师

范音乐教学中建设地方民族音乐课程，加入彝族民

间音乐教学内容。对于彝族地区幼儿师范学校中

彝汉学生结构比例由最早的1：3到现在的1：1甚至

2：1的比例结构，彝族学生比例大幅上升，他们从小

就在彝族民间音乐氛围浓厚的环境中长大，对于彝

族民间音乐活动耳濡目染、亲身参与；他们植根于

彝族地区丰富的音乐环境，利用众多的彝族人民祖

祖辈辈承袭下来的民族音乐，用他们喜闻乐见的音

乐形式、他们极感兴趣的教学内容进行教学，可以

收获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也培养了学生传承民族

文化的意识，拓宽了学生知识面，丰富了他们的技

能，提高了学生学习能力，拓宽了学生就业面，学生

毕业后可走上教师的工作岗位，也可进入民族艺术

表演团队参与演出。

鉴于上述原因，在彝族地区幼儿师范音乐教育

中建设地方民族音乐课程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幼儿师范专业培养的是学前教育师资，应具备学前

教育专业特点，课程设置要有利于学生的学习与发

展，注意课程的适应性和实用性以及可操作性，注

意培养学生音乐素养和综合音乐能力，以及创新精

神和创新能力。其音乐课程设置，要遵循职业性原

则、可学习性原则、规范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创

新性原则。可以从下几个方面建设地方民族音乐

课程：选择彝族民间歌曲；选择彝族民间歌舞及音

乐；选择彝族民间器乐曲；选择根据彝族民间音乐

元素创作的既有彝族音乐特征，又具有较高艺术性

的经典音乐、舞蹈作品。在构建以上地方民族音乐

课程时，不仅要有文字的内容也要有音频和视频内

容；不仅要有原汁原味的音乐材料，也要有各种改

编或创作的经典音乐、舞蹈作品；也可录制民间艺

人表演的资料来辅助教学，也可收集整理每年西

昌、布拖、美姑、昭觉、金阳、雷波、冕宁、会理等县市

具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火把节、彝族年的大型群众性

音乐、舞蹈视频资料，作为建设地方民族音乐课程

的补充。地方性民族音乐课程的实施，应做好四个

方面的融入：

一、钢琴教学中融入彝族民间音乐

例如：在学生学习钢琴即兴伴奏时，选择彝族

歌曲《美丽的杯子举起来》作为教材，让学生运用所

学的配奏知识。分析歌曲调性、速度、力度、典型节

奏型以及音乐性质，歌曲所表现的酒歌艺术特点，

让学生抓住歌曲的彝族民族民间音乐风格以及表

达的思想内容，为歌曲编配伴奏。同时启发学生思

考用怎样的弹奏技巧、怎样的力度和速度才能充分

表达热情的酒歌的艺术特点，从而促进学生善于思

考，善于动脑，并愿意积极主动练琴，达到较高的熟

练程度，以满足作品对力度和速度的要求。

在钢琴教学的同时，注重学科融合，采用合作

式的方式进行学习，让一部分同学演唱歌曲，一部

分同学为演唱者伴奏；或钢琴配奏与口弦弹拔相配

合；或钢琴弹奏与舞蹈相配合；或演唱、钢琴、口弦、

月琴演奏与舞蹈相配合；可二人一组也可多人合

作，课后排练，进行比赛，教师给予及时的指导和帮

助，并给予积极的鼓励性评价，可录制表演视频，让

学生体验小小成就感，在学习西洋乐器钢琴的即兴

配奏中也感受到来自于自己家乡、民族的音乐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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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开阔了学生眼界，让他们的思维更活跃、更广

阔，大胆尝试西洋乐器与民族歌曲以及民族乐器之

间的融合协作，同时也感知彝族歌舞音乐“三一致”

特点，保持了“吹笙歌舞，以歌和之”的民族传统。

二、彝族民间音乐融入乐理、视唱练耳中

凉山彝族民歌真实、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其原

生态的古老朴素的音乐形态，以及浓郁的民族风格

和地方特色，有着充分的教育教学价值。

例如：由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化影视新闻出版

局、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化馆出版的《中国凉山彝族

民歌》下卷中第526首《哭嫁歌》（雷波县）选为视唱

练耳教材，让学生学习体验彝族民歌的旋律特点、

节奏特点、倚音、唱法、奏法以及旋法和民族五声调

式特点等。

通过教师示范演唱或弹奏，使学生感知作品前

短后长的典型（彝族民间音乐）节奏，以及衍生出的

较为复杂的节奏以及其中 倚音、下滑音

的演唱与节奏 的不同时值、不同节奏的演

唱。让学生学习体验《哭嫁歌》中学习彝族民歌节

拍形式不完全按固定强弱循环的律动性模式，而

是依歌词的语言声调、格式、舞蹈动作的律动、演

唱（奏）者的情绪运用拍子，而奇数拍与偶数拍常

混合使用的特点。也让学生学习感知音乐作品中

九度上行大跳 八

度上行、七度下行大跳， 九度下行大

跳这样的多跳进、大跳较多，旋律线条棱角凸出、大

起大落，尤其在真假（小嗓）声交织演唱的歌中表现

得特点鲜明的音乐旋法。再例选用《中国凉山彝族

民歌》上卷中第314首《金银首饰美》让学生感知体

验彝族民歌演唱形式中的一领一复（重复领唱词

曲，一领众复的古老形式）；以及独唱、重唱、多声部

合唱等形式、齐唱、领合交替等形式。

三、将彝族民间音乐融入舞蹈教学中

彝族能歌善舞，在其婚嫁丧礼、祭祀作帛、节日

喜庆、日常生活中均有歌舞，四川彝族的歌舞形态

较为古老质朴，云南彝族歌舞由于历史文化与多民

族的长期交融，歌舞品种繁多，舞蹈形态、动作多姿

多彩。彝族歌舞又以凉山的“都火”（朵洛荷）、婚礼

“卓合”、丧子舞“拖格”为代表的徒歌伴舞，其特点

是重唱轻舞，无乐器伴奏，歌曲与舞动的节奏节拍

不甚严密。敲击伴舞：以凉山彝族传统的“打猎”

（对脚舞）以打击乐伴奏的“阿古合”“扯格”及“苏

尼”等皮鼓舞。器乐和乐队伴奏的歌舞：主要种类

有“打歌”“烟盒舞”“四弦舞”“罗作”“跳月”等。其

中已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朵洛荷”是唯独

在凉山东南部土语区所在地的布拖、普格所流传的

仅由女子表演的集体歌舞，由人数不等的女性组成

歌队，众人联袂相牵，另一手打黄伞，排头者领唱

（称“合目”），领唱一句，众人重复应唱，缓步走圆

圈，边唱边走。“朵洛荷”具有主题性，演唱内容主要

为祈风调雨顺、人丁安康及节日盛况、生活感受等，

旋律悠扬、节奏匀称、徐缓舒展，音乐节奏与步伐不

强求完全吻合，而是神韵协调、怡然自得。

例选用《中国凉山彝族民歌》上卷中第315首

《阿夺罗》（普格县）边唱边围成圆圈跳“朵洛荷”。

让学生学习体验跳“朵洛荷”，也体验彝族民歌中一

人领众人合的演唱形式，同时在学习中注意启发学

生多角度、多维度的思维方式，不断创新各种具有

彝族民族舞蹈特色的动作以及队列、队形的变化，

体验创作创新中带来的乐趣。

彝族歌舞在时代进步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程

度的发展，从原始古朴的彝族民间歌舞到1998年首

届“荷花奖”金奖作品《阿惹妞》，再到2016年第十届

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选获最高分的舞

526. 器嫁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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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情深谊长》、2017年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

民族民间舞评选获最高分的舞蹈《生在火塘边》，以

及凉山州歌舞团代表作品：舞蹈《喜背新娘》《月琴

叮当》《金色铃铛》《席勒的红裙》《溪涧》《快乐的诺

苏》，歌曲《彝族木叶歌》《大凉山》《我们的故乡我们

的家》，这些具有浓郁的彝族音乐、舞蹈、服饰、文

化、地域特点的作品，堪称民族音乐舞蹈中的佼佼

者。

在《中国凉山彝族民歌》一书中上卷有136首、

下卷有138首唱“都火”或“节日歌”的民歌曲调，可

谓种类繁多，为我们选用不同曲调、不同内容、不同

文化的“朵洛荷”民歌提供了丰富的课程资源。在

教学中为学生提供视频资料，比较聆听2017年“爱

奇艺”网站中的彝族女子群舞“朵洛荷”民族舞蹈教

学视频和凉山州布拖县女子群体舞蹈《朵洛荷》在

北京民族文化宫2008年6月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中的视频，以及布拖、普格彝族火把节上千人“朵洛

荷”表演，分析比较其作品特点、编排特点、生活化

与艺术化特点，并通过学生分析节奏、旋法，模仿唱

腔学唱旋律，在模仿学习的基础上，讨论、创编并表

演自己创作的“朵洛荷”舞蹈，激发学生创作欲望，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变被动为主动。还可进一步

启发学生根据民歌旋律、节奏、节拍、表现内容等特

点，为集音乐、舞蹈、服饰、文化、民歌为一体的“朵

洛荷”创编舞步、姿态、队列队形的不同变化，不同

道具、不同演唱形式表现“朵洛荷”作品内容。同时

也可选用彝族民族乐器口弦、月琴、木笛作伴奏乐

器，用身体作为乐器,用身体语言来表现“朵洛荷”。

学生通过理解、想像、创造用乐器、演唱、舞蹈或综

合的形式来创编他们心中所想的“朵洛荷”。在舞

蹈教学中同样注重学科融合，感知彝族歌舞“舞必

有歌有乐，歌时带舞”的特点。

四、将彝族民间音乐融入声乐教学

在彝族音乐的发展过程中，许多词曲作者深入

民间采风，创作产生了大量具有彝族民族民间音乐

元素，又具有相当艺术性的创作歌曲，其中不乏很

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其中《凉山的月亮》(江波

词曲)、《阿惹牛》(李介人 安鲁体 词，宋小春 曲)、《阿

惹妞》(刘焰 词，安渝 曲)、《留客歌》(丹夫 词，李沧桑

曲)，以及《敬酒歌》《七月火把节》等均可收入声乐课

教材。并比较创作歌曲和视唱练耳教材中选用的

《哭嫁歌》《阿夺罗》等民歌，认识创作歌曲中的哪些

节奏、旋法、演唱形式来源于民族民间音乐。并可

引导学生利用彝族民族民间音乐元素大胆进行歌

曲片段的创作。同时感知德国的毕歇尔在《劳动与

节奏》中所描述的“歌的节奏总是严格地由生产过

程的节奏所决定”，社会的进步以及音乐本身的发

展，使原先前短后长的基本形态，由不均分的附点

型的突破，注入了均分的跳动的以及多种形态的样

式，如

也可比较中国不同民族或中外不同民族的不

同音乐风格，例如：比较苏格兰民歌与彝族民歌调

性、节奏、旋法、歌词等音乐要素的异同，感受不同

民族音乐带来的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的融入外，还可通过选修

课、课外活动和教育实践几项辅助的课程设置进一

步完善建设地方民族民间音乐课程。例如：带领学

生进行采风调查学习，到西昌、普格、布拖等县市观

看并参与彝族火把节各项活动，完成实践研究性学

习，亲自体验各种不同的彝族民族民间音乐。让学

生积极参与类似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西昌分

会场的群演活动、积极参与校园艺术节、迎新晚会

以及各种民族歌舞比赛。让学生积极组建参与课

外民族舞蹈团、合唱团、民族乐器队等课外音乐活

动，既是课堂教学的补充，也是激发学生音乐创造

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彝族故

事内容为中心，用音乐、表演、舞蹈、歌唱、演奏等形

式创编音乐情景剧，学生在活动中合作交流，主动

获取感受与鉴赏、表演与创造等多方面艺术才能。

学生在课外活动中通过实践学习彝族民间乐器，例

如：学习吹奏古老而有代表性的乐器“口弦”，掌握

以口腔为共鸣、手指拔弦端的方式演奏；也可学习

弹奏彝族有代表性的弹弦乐器——“月琴”。月琴

不仅用于歌舞伴奏，更是个人自娱自乐的广传乐

器，有大量不乏技巧高、艺术性强的独奏曲。

总之，通过课内、课外的学习，以必修课为主，

选修课、课外活动教育实践为辅，达到在彝族地区

建设地方民族民间音乐课程的目的，完成新课程标

准中“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将

我国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作为音乐教学的重

要内容，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适用性强的具有重要

意义的音乐形式运用到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综

合音乐能力和音乐素养，培养合格的学前教育师

资，为传承民族音乐文化、为世界音乐文化的丰富

多彩和多元化结构作出努力。

黄 华：彝族地区幼儿师范民族音乐课程建设的策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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