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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论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教育浅议

[摘 要]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是裕固族的主要聚居地，也是裕固族歌舞文化的主要传承地。近年来，受市场经济飞速

发展、游牧环境恶化以及城镇化进程加快等因素的影响，裕固族歌舞文化面临着不可回避的传承困境。肃南县的学校

音乐教育在保护和传承裕固族歌舞文化方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与此同时，有必要营造更适于民族文化生存的生

态环境，如培养民族音乐师资、创造良好的视听环境等，以巩固这些成绩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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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任何一种歌舞文化都源于世俗的需求，裕固族的歌舞文

化也不例外。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低水平的游牧文明使得裕固

族人的生活异常艰辛，为了获得充足的水源和粮草，裕固族

的先辈们创造出了祈神的歌舞文化。这些文化随着岁月的变

迁而不断丰富，同时，也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集本民族歌舞

技艺于一身的民间艺人。然而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发展、

过度放牧、水源减少、草场退化等因素的影响，牧民们不得

不结束游牧生活，走向定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

裕固族歌舞生存之本的草原和游牧生活已渐渐远离了裕固族

人，这里的传统歌舞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断层的危机。

传承文化是教育的任务，保持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是音乐

教育的任务。为了了解学校教育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笔者对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学校音乐教育作了调查和走

访。本文即是本着向前看的原则，对该县的中小学民族音乐

教育做以分析与探讨。

肃南县学校民族音乐教育的有益探索
1. 明花学校。该校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区的九年制

学校，学校将裕固族歌舞文化纳入了教学和集体活动的范畴

之内，使得民族歌舞文化搭乘体制内的学校教育之车，驶向

前方，完成传承，这种努力是裕固族歌舞文化传承的一种有

效手段。

安老师，女，裕固族，擅长本民族歌舞，主要负责明花

学校五、六年级音乐课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她有计划地将

教材内容与民族歌舞穿插进行，丰富了教育内容，提高了学

生对地方音乐的兴趣，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一批裕固族歌舞小

骨干，为当地文化继续发展奠定了一定的人才基础。

2. 明德学校。把当地民族歌舞作为音乐教学内容，应该

说是集学习和娱乐为一体的寓教于乐的音乐舞蹈教育方式。

学校积极采纳有关裕固族歌舞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建议，并将

这些建议制度化。他们积极吸纳裕固族舞蹈的精华，编排了

独具特色的体操动作，并将其确定为早操和课间操的内容，

使得裕固族舞蹈在学生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客观上起到

了传承作用。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对裕固族歌舞的兴趣与感情。

通过这些措施，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错误认识也得到

改变。杨晔，女，汉族，14 岁，初二学生。过去由于对裕固

族歌舞一知半解，她认为裕固族歌舞“落后、不值得学习”。

但自从做裕固族舞蹈体操以后看法转变了，“越来越喜欢跳裕

固族舞蹈了，自己还主动加入了裕固族舞蹈兴趣小组。”杨晔

对裕固族歌舞态度的转变具有一定代表性。

3. 肃南二中。音乐教学需要尊重并着眼于每个学生的成

长经历、生活经验和民族文化背景，反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弥补国家课程的不足。而在当前寄宿制条件下，学生与社会

文化的联系会有所减少，因此更应重视在学校教育中传承、

保护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编写乡土音乐教材或校本教材显得

尤为必要。《裕固家园》是肃南二中校长安维武主持开展的教

育科研课题,《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与裕固族乡土教材

建设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该成果是以裕固族的历史、地

理、文学、体育、美术、音乐为素材编辑的一本乡土教材，

荣获了第六届甘肃省基础教育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于 2008
年 1 月出版。自 2008 年春季开始，肃南县各学校将《裕固家

园》教材安排课时进行教学。

研究建议
1．培养具有民族音乐素质的师资。师资问题始终是教育

的重中之重。教师不仅扮演着单一传承个体的角色，同时还

是群体传承的组织者、引导者。培养一支素质可靠、数量稳定

的教师队伍，是在学校教育中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关键。为

此，应采取短期培训的方式对现有的肃南县音乐老师进行裕固

族歌舞技能的培训，使他们能满足基本的裕固族歌舞文化知识

传播的需要；要鼓励教师走出校园、走进社会，积极向民间艺

人学艺，提高自身的裕固族歌舞文化素质，以保证教学需要。

2．创造良好的视听环境。学校广播站、宣传栏是宣传学

习知识的重要窗口。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窗口设置裕固族音乐

专题专栏：广播站可以每天播放一些裕固族歌曲，通过听觉

使学生体验自己本民族的音乐。宣传栏设置当地音乐文化专

栏，搜集关于裕固族音乐文化的素材，以及当地著名表演艺

术家如银杏吉斯、雅荷吉斯、安菊花、巴久录和撒尔组合的

舞台剧照，使学生直接感受到自己民族音乐的独特风貌。各

级学校应充分利用“歌舞之乡”这一区域优势，积极聘请有

成就、有修养的从事裕固族音乐文化研究的专家和艺人来校

任课或举行讲座。通过专家极富感染力的现场表演与报告，

激发师生的学习热情，使师生学到丰富的裕固族音乐文化知

识。同时以此为起点，结合国家统编课程开展多元文化教育，

以激发中小学生对课程的兴趣。

3．丰富学校课外活动内容。课外音乐活动是丰富学生课

余生活，发展和培养学生音乐才艺的摇篮。学校组织的合唱团、

舞蹈队等，要以巩固和提高学生对裕固族音乐文化的热爱和表

现能力、培养具有裕固族歌舞特长的积极分子和骨干为宗旨。

而在当前寄宿制条件下，学生与社会文化的联系会有所减少，

因此更应重视在学校教育中传承、保护少数民族音乐文化。

当前，在信息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多元文化的特定语

境里，传承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素质是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

肃南县学校音乐教育在民族音乐教育方面已取得可喜成果，

传承民族文化、保持文明多样性，我们期待更多有识之士的

参与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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