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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音乐的美育功能
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杨银付

表示，本届音乐教育大会对标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要求以“创新·均衡·优

质”为主题，推进新时代学校美育

改革发展，更好地培养孩子们的审

美感知力、艺术表现力和文化理解

力。大会为众多对音乐教育有责

任、有热情、有想法的学者、教师、

学生、社会机构搭建了一个平等、

开放、创新的展示交流平台。

在新时代美育论坛，中国教

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理事长尹爱

青、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莫蕴慧、中央

音乐学院教授周海宏等众多学者

分享了对美育的思考与实践。

湖南师大教授郭声健的演讲

“新时代学校音乐教育改革发展

新动向”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

鸣。他认为，以美育人的音乐教

育一定是平易近人、栩栩如生、润

物无声的。学校美育的目标是

“面向人人、以美育人”，改革思路

为美育生活化、生活美育化，对教

师的要求是崇德尚艺、立德树人，

从“学科为本”转向“育人为本”。

具体来说，音乐教育要聚焦点、

面、线，即课堂教学的关注点——

人人被呵护；课外活动的覆盖面

——人人都参与；薄弱学校的兜

底线——人人有课上。音乐教育

要连通审美、怡情、暖心的功能，

音乐教育必须对接生活，具体要

坚守培养爱好者的目标；融入学

生生活中的音乐；借鉴业余化学

习的方式；搭建生活化展示的平

台。为此，音乐教师的角色定位

必须从音乐家转向教育家。

注重传统音乐文化传承
四川民歌微课工作坊、中华

优秀传统音乐在基础音乐教育中

的教育教学研究——中华小四弦

互动体验工作坊、《喜歌》——地

域性非遗项目校园传承教育教学

成果交流、戏曲进校园江阴在行

动——江阴市“校园小锡班”成果

展示、中华儿歌与古诗词的创意

教学实践等多个交流分享活动充

分体现了本届音乐教育大会对传

统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视。

在《中国音乐之美》大师班现

场，中国新艺术音乐歌唱家、创立

者龚琳娜做了精彩的演唱示范，她

风趣灵动地示范江苏民歌、山西民

歌、贵州布依族民歌、东北民歌的

不同唱腔，带领观众感受腔调情韵

中人文情致的表达。现场观众的

热情完全被激发出来，一起忘情地

歌唱，陶醉在音乐中。

广东东莞市音乐教研员田素

梅认为，这次大会紧扣民族音乐文

化主题，相关的课堂教学设计巧

妙，教学思路简洁清晰；教学目标

明确，注重引导学生音乐审美体

验，给大家很多启发，比如，以后我

们的音乐课堂要更加关注学生，不

要被教学设计捆绑住手脚；要引导

学生走进音乐，让音乐温润学生的

心灵，帮助学生快乐成长。

宏观政策与微观技法融合
不少参会教师表示，几天来连

续听到多位业界泰斗的学术思考

和研究成果，刷新了认知、开阔了

眼界。例如，音乐理论家与教育

家、首都师范大学王安国教授总

览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全局，提出

本学科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面临

的 8 个热点问题；探究我国当代音

乐教育发展路径和突破点，提出

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愿景；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

测协同创新中心硕士研究生导师

陈福美分享了中小学音乐教育质

量监测的实践与启示——质量监

测经过科学、严谨的流程研制题

目，最终通过测试获取全国代表

性的客观数据，为教育政策的制

定和音乐教育质量的提升提供依

据；德国慕尼黑音乐艺术大学音

乐教育系主任沃尔夫冈·马斯特

纳克提出了一个适用于中国教育

体制的音乐健康教育方案，并从

跨学科角度阐述音乐律动治疗、

社区音乐教育与音乐治疗等问

题；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听

力专家赵易山分享了视唱练耳方

面的丰富经验。

数十所专业音乐院校的资深

专家围绕学科建设、音乐人才培

养、高校音乐教师教育实践课程与

基础教育对接模式研究等话题展

开热烈的交流讨论，分享自己丰富

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不断碰撞出

智慧火花。

中国合唱协会副理事长、中国

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吴灵芬以《我

和我的祖国》为例，深入解析合唱

指挥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华

南师大合唱团艺术总监、指挥苏严

惠回顾总结了该合唱团的成功之

路，阐述了未来教育者的培养模

式：混合式学习、项目式实践、个性

化培养，建立多维开发的合唱教学

体系及课程设计，以合唱作为歌唱

课程的核心，覆盖小学、初中、高

中、大学的完整教育周期，为一批

中小学高水平合唱团队的建设输

送合唱指挥人才并提供实践基地。

音乐教学法的实践创新
大会期间，多所院校师生带来

了精彩的专场音乐会，包括：历届

“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师演奏与交

流”获奖教师中国钢琴作品专场音

乐会，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生

交流展示《室内乐合奏·艺术沙

龙》，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优秀

室内乐作品专场音乐会《我那美丽

的祖国》等。在首都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师生教学技能展示音乐会上，

还进行了民族器乐合奏的现场排

练示范，给予现场观摩的老师们多

角度的启发。

教育成果现场展呈献了多个

学校音乐教育实施的优秀案例，青

年教师们在教学法方面大胆创新，将

多元的教学风格、多样的教学理念

融通在实践中，有的教师将奥尔夫

与柯达伊音乐教学法在民歌教学

中融合；有的教师将多媒体手段巧

妙地运用到音乐课堂上，例如，跨

领域课程中玩转游戏化音乐律动

教学设计，即时反馈系统在小学音

乐教学中的应用等。

“未来已来，将至已至”，本届

音乐教育大会不仅凸显了我国音

乐教育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也揭

示了音乐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

本报记者 徐丽梅

由中央音乐学院联合教育部体

卫艺司、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延安

市委市政府，共同在革命圣地——延

安举办“中央音乐学院·延安10.15艺

术节”，10月15日在延安大剧院，以唐

建平作曲的歌剧《周恩来》世界首演，

拉开了为期十天艺术节的帷幕。

此次10.15艺术节，包括10月17

日在延安大剧院举办由全国11所音

乐学院及中央美术学院、中国戏曲学

院、北京舞蹈学院等艺术院校的领

导、艺术家参加的“弘扬中华美育精

神——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五周

年座谈会”，歌剧《周恩来》，“为人民

抒怀”——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原创影

视作品专场音乐会，内蒙古民族艺术

剧院的民族歌舞剧《草原上的乌兰牧

骑》，兰州演艺集团制作的舞剧《大梦

敦煌》，由央音副院长、二胡演奏家于

红梅教授领衔，刚刚在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中国器乐电视大赛获得金奖的

央音优秀青年演奏家的“几回回梦里

回延安”音乐会、“群星璀璨”——全

国音乐学院优秀学生展演音乐会。

艺术节闭幕式将上演由央音制作演

出、央音作曲系教授郝维亚续写的

“一带一路”歌剧普契尼的《图兰朵》。

在艺术节期间，还有多场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音乐会和活动展示。

如，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在延安、

西安开展两场“不忘初心”音乐党

课。“火种计划”活动，中央音乐学院

将为延安中学管乐团举行开班仪式，

以此活动作为未来开展音乐帮扶的

星星之火。央音附中“吕梁班”专场

音乐会，由吕梁学生展示央音音乐帮

扶计划实施一年多来的成果。此外，

还在鲁艺大教堂广场上演“未来音乐

会”——3D音乐《中国十二生肖》，央

音民族室内乐团举行“高雅艺术进校

园”专场音乐会。艺术节还有多场央

音师生和外国艺术家演出的管风琴、

室内乐、世界音乐等音乐会。

李澄

浙音办中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会

第二届音乐教育大会上海举行

央音举办延安10.15艺术节

10月9日至11日，中国音
乐教育学会第二届音乐教育大
会在上海举行，1500多名来自
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专家学者、音
乐教研员、音乐教师、音乐工作
者满怀热忱，济济一堂。

九个会场、十余个内容板
块，活动丰富、形式多样、互动性
强，重量级学者的主题演讲、海
内外知名专家的大师班、体现音
乐教育研究前沿理论的圆桌会
议、展现当下教育最新实践成果
的名师工作坊、来自教学一线师
生的现场优质课展示充满活力
与热情，论文宣读、论文海报展、
教育成果展立体化地传递了最
前沿的动态、理念与成果。

为音乐教育发展指明方向

10 月 12 日 至 14 日 ，

“2019全国中青年作曲家新

作品交流会”在浙江音乐学

院举行。来自中央音乐学

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

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等21

所艺术院校的150余名中青

年作曲家齐聚浙音，举办了

民族管弦乐“钱塘江音画”

音乐会和“中央音乐学院作

曲系教师室内乐作品音乐

会”、全国音乐学院作曲系

系主任联席会、8 场作品交

流会。

浙音院长、党委副书

记王瑞表示，浙音在学科

建设整体布局结构中将作

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的

建 设 与 发 展 作 为 重 中 之

重，希望本届新作品交流

会能涌现更多优秀的创作

人才，推出更多优秀原创

精品。

在交流会展示的 83 部

新作品中，包括浙音作曲与

指挥系青年教师张昕创作

的室内乐作品《风波恋》、庞

莉创作的钢琴独奏作品《乐

舞图·妙音鸟》。

周佳丽

大会开幕式上，上海市松江教师合唱团带来合唱表演《葫芦笙响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