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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传统音乐教学改革研究

赖越歌　方岳民 *　张依宁　程	俊　杜柏言

衢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衢州　324000

摘　要：在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传统音乐教学正经历从技艺传承到文化启蒙的范式跃迁。本研究揭示传统音乐教育现存

三重困境：西方音乐理论宰制下的文化认同危机、技术理性导向下的价值传导断裂、数字时代教育范式的时空错位。通过

构建“解码 - 重构 - 活化”的系统路径，提出以文化基因解码揭示《流水》哲学智慧、借唐代燕乐重释盛唐气象、运用元

宇宙技术活化传承场域等创新实践，阐明传统音乐教育的当代转型应实现从谱系阐释到价值熔铸的质性跨越。教育实验表明，

通过激活传统音乐的育人潜能，可培育既能诠释《梅花三弄》古韵、又能用电子音乐重构文化基因的“新乐人”，为中华

文明基因的创造性转化提供教育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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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音乐是中华文明的脉搏，承载着民族最深层的文

化记忆与精神密码。从《乐记》的“音由心生”到唐代燕乐

的“以乐治国”，音乐的教化功能始终贯穿于中华文明的血

脉之中。在当代高等教育体系中，传统音乐教学本应成为文

化自信的培养基、价值认同的孵化器，却因教育理念的偏移

与实践路径的迟滞，逐步陷入文化失语的困境——当《流水》

的泛音沦为技巧训练的标本，当《二泉映月》的悲怆被简化

为旋律分析的案例，传统音乐的文化魂魄正在教学实践中悄

然流失。

这一困境折射出深刻的时代命题：如何在全球化语境

下，重新唤醒传统音乐的育人潜能？课程思政的提出，为破

解困局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其本质并非机械地嫁接政治话

语，而是通过教育范式的深度革新，实现从“技艺传授”到“文

化启蒙”的范式跃迁。当古琴的“吟猱”指法不再仅是声韵

装饰，而是体悟“中正平和”的修身密码；当琵琶曲《十面

埋伏》的扫弦技法被解码为古代兵家智慧的声学镜像，教学

改革的深层意义便得以显现——这不仅是音乐教育的革新，

更是一场关乎文明赓续的文化觉醒运动。

当下的教学改革需直面三重现实挑战：其一，西方音

乐理论体系的强势浸润，导致传统音乐的文化阐释长期处于

失语境地；其二，技术至上的评价导向，割裂了“技”“道”

相生的本真状态；其三，单向度传授模式难以回应数字世代

的文化感知需求。破解这些症结，既要重拾“乐与政通”的

传统智慧，更需构建“守正创新”的当代路径，使千年古乐

真正成为滋养青年心灵的文化源泉。

1.	教育症候深度解析

传统音乐教学在当代高等教育中的困顿，犹如古琴琴

弦在风雨侵蚀下的黯哑——看似完整的形制犹存，但真正震

颤心灵的清音已渐式微。这种失语状态并非偶然，而是多重

矛盾交织形成的结构性症结。

首要矛盾显露于文化认同的式微。当前音乐教育体系

中，五线谱的逻辑俨然成为丈量一切音乐的标尺，传统音乐

的记谱法则被视作原始遗存。当古琴减字谱在课堂上沦为指

法位置图，《酒狂》的精神癫狂便被简化为节奏型训练；当

工尺谱的板眼体系遭遇西方小节线的切割，昆曲的水磨雅韵

便失去了行腔的自由呼吸。更堪忧的是，这种知识体系的错

位造就了认知的异化——学生们熟练分析贝多芬奏鸣曲的

和声进行，却对《春江花月夜》的“鱼咬尾”结构所承载的

循环宇宙观茫然无知。

深层危机潜藏于价值传导的断裂。许多课堂将《二泉

映月》切割成零散的旋律动机进行视唱训练，阿炳在双目失

明中感悟的生命尊严就此消散；把《十面埋伏》拆解为轮指

技法的堆砌，楚汉相争的战略智慧沦为空洞的音响效果。这

种去语境化的教学，使传统音乐成为没有温度的声音标本。

某些教材将《茉莉花》置入西方和声框架重新编配，江南民

歌的温婉情愫被强行套上功能和声的枷锁，东方音乐的线性

之美在西式纵体结构中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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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困境根植于教育范式的滞后。在数字原住民世代，

依然盛行着前工业时代的“口传心授”模式：教师示范、学

生摹仿的机械循环，将《阳关三夜》的离情别绪固化为一串

标准化的音高序列。虚拟仿真技术多在还原西洋管弦乐队声

场，敦煌壁画中唐代乐队的数字化复原项目却寥若晨星。某

校琵琶课堂的典型场景颇具象征意味——学生们佩戴义甲

反复练习《霸王卸甲》的扫弦技法，却无人追问乐曲背后项

羽“时不利兮骓不逝”的悲怆隐喻，文化基因的传承在此断

裂为纯粹肌肉记忆的复制。

这些矛盾的叠加效应，造就了传统音乐教育的双重迷

失：在文化维度沦为西方音乐体系的注脚，在价值层面退化

为技术训练的素材库。当《乐记》所言“唯乐不可以为伪”

的真谛被分数与考级异化，当学生奏完《高山流水》却不知

伯牙子期的精神契合意味着什么，教育的异化便达到了临界

点——这不仅是教学方法的偏差，更是文明传承的危机。

2.	系统重构逻辑进路

传统音乐教育在新时代的突围，关键在于构建“文化

解码 - 价值重构 - 范式创新”三位一体的革新框架。这不

仅是教学方法的改良，更是对音乐教育本质的重新诠释——

将凝固的音符转化为流动的文化基因，使传统音乐成为激活

文化认同的精神密码。

2.1 文化基因的解码工程

破解传统音乐教育困境，需启动“逆向解读”的文化

解码战略。古琴教学的模式转变颇具启示：在《流水》的研

习中，七十二滚拂指法不应止于音响形态的模仿，而应引导

学体悟“上善若水”的哲学智慧——右手进退宛如江河奔涌

的生命律动，左手吟猱暗合阴阳相生的自然法则。这种解码

思维在《二泉映月》的教学中同样适用：通过分析其“变宫

为角”的调式游移，揭示民间艺人对命运的抗争与超越，使

胡琴的悲鸣升华为坚韧精神的声学图腾。

解码工程需建立多维度阐释体系，例如在符号层破译

工尺谱的板眼记号背后“以腔传情”的美学密码；在语境层

还原《十面埋伏》在楚汉决战历史现场的战略叙事；在价值

层挖掘《阳关三叠》的离别意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

代启示。

2.2 价值逻辑的重建机制

传统音乐的价值转化需要突破“古今”二元对立，构

建“双向对话”的阐释框架。以唐代燕乐教学为例：通过对

照西安鼓乐谱与敦煌琵琶谱的记谱体系，不仅梳理宫调理论

的演变轨迹，更揭示“大曲”结构所承载的盛唐气象——从

“散序”的自由铺陈到“破”的激烈酣畅，实为开放包容精

神的音乐写照。这种历史纵深的解读，为抗疫民乐《山河无

恙》的创作提供启示：其吸收鄂西堂调音阶特征，通过模进

手法强化情感张力，使传统音乐语汇成为传递集体记忆的声

呐。价值重建需把握三个转化维度，首先是历时性转化，例

如将《乐记》的伦理观转化为网络时代的社群认同构建；其

次是共时性融合，例如在琵琶武曲教学中融入当代军事思想

解读；最后是主体性觉醒，例如通过江南丝竹的支声复调实

践培育团队协作意识。

2.3 教育生态的活态传承

教学场域的转型需要打破“教室围墙”，构建“活态

传承”的教育生态。秦腔教学改革提供了范式样本：在学校

剧场中还原明清戏楼的观演关系，使“出将入相”的上下场

门成为理解忠奸伦理的空间符号；在社区展演中重现“庙会

坐唱”的民俗场景，让“戏曲傩面”的象征隐喻在当代观众

中重生。更为前瞻的探索发生在数字场域——借助元宇宙技

术建构虚拟敦煌乐舞空间，学生在头显设备中不仅能演奏复

原的唐代筚篥，更能目睹乐器沿丝绸之路传播的文化轨迹，

实现“技 - 艺 - 道”的沉浸式习得。生态重塑依赖三大支柱，

其一传承链活化，建立“老艺人 - 专业教师 - 学生”的跨

代际研习工坊；其二创作链更新，将非遗元素的现代转译纳

入课程考核体系；其三传播链拓展，开发传统音乐文创 IP

增强青年文化认同。

2.4 评价体系的质性转型

突破“技能达标”的狭隘标准，建立“文化浸润度”

的新型评价模型。在中国音乐学院的教学实验中，古筝考核

不仅要求《战台风》的演奏完整性，更增设“台风意象再创作”

环节——学生需结合当代抗灾精神重新诠释乐曲情感结构。

更具创新性的尝试是“文化轨迹档案袋”：记录学生从临摹

《霓裳羽衣曲》谱本，到创作反映冬奥精神的琵琶新曲《雪

韵》的全过程，实现“传承 - 诠释 - 创新”的能力可视化。

这场系统重构的本质，是对传统音乐教育基因的重新编程。

当古琴减字谱经由区块链技术获得数字永生，当昆曲水磨腔

在人工智能中生成新韵，教学的边界不断消融。教育的终极

追求，在于培育既能诠释《梅花三弄》的古典气韵、又能用

电子音乐重构《广陵散》文化基因的“新乐人”——他们承



教育探讨 7卷 2期
ISSN:2705-1323（O）2737-4149（P）

    296

载的不仅是技艺，更是文明传承的创新能量。

3.	教育变革的文化回响

传统音乐的教改实验，犹如在时光长河中投下一枚石

子——激起的不仅是涟漪般的即时效验，更是在文明传承的

深水区引发持久共振。这场变革的实质，是让凝固的乐谱重

新舒展为流动的文化基因，使千年古调焕发新的育人能量。

3.1 文化的脉动再生

当古琴课堂不再停留于勾挑抹剔的技巧复刻，转而探

寻《幽兰》曲中“君子在野”的精神意象，教与学的本质便

开始发生微妙嬗变。学生们在丝弦震颤间，逐渐领悟“轻微

淡远”不仅是音色标准，更是中国文人的处世哲学；琵琶武

曲《十面埋伏》的激烈扫弦，被重新诠释为谋略智慧的声学

具象。这种转变带来的，是文化触角的重新觉醒——有如枯

木逢春，传统音乐在教育场域中抽发新枝，枝叶间涌动着对

“乐与政通”古训的当代诠释。校园民乐社团的创编作品里，

“鱼咬尾”不再仅仅是旋律技巧，更成为诠释生命轮回的文

化隐喻。

3.2 教育的诗意转型

教学法的革新犹如为古老曲牌填入新词：在戏曲工作坊

里，生旦净丑的行当程式不再是机械模仿的对象，而是化

身为理解忠孝节义的时空密钥。当学生戴着 AR 眼镜步入

虚拟敦煌洞窟，指尖触碰数字化箜篌的瞬间，千年丝路驼

铃便在虚实交叠中重新摇响。这类教学实验的深意，在于

将单向的知识传递转化为多维的文化体验——如同将《阳

关三叠》的离愁别绪植入跨文化交流语境，使渭城朝雨在

现代青年的心灵地图上浸润出新的情感绿洲。教育的诗意

正在于此：不是简单地复制传统，而是在古今对话中培育

文化转译的能力。

3.3 精神的代际流淌

改革最深层的成效，体现在青年文化自觉的悄然生长。

在非遗传承基地，学生们重新理解“口传心授”的真谛——

老艺人颤巍的吟唱不再是过时的遗响，而是活态的文化记忆

载体。当《茉莉花》的吴语韵腔被谱写成电子音轨，东西方

音乐语汇的碰撞反而凸显出传统旋律的独特美感。这种创造

性转化，恰似将古琴的丝弦更换为钢弦：材质虽变，“走手

音”间的虚实相生意境却愈发清晰。更值得关注的是社区展

演中发生的化学反应——老票友与 Z 世代在改良版《牡丹亭》

前的共同驻足，证明传统音乐的教化功能正以柔性姿态融入

当代生活。

教学改革的终极价值，不在于培育多少技艺精湛的乐

工，而在于唤醒血脉深处的文化认同。当《春江花月夜》的

旋律在跨学科工作坊中被解构重组，当唐代燕乐的数字复原

项目引发青年对文明交融的思索，教育便完成了其最本质的

使命——将文明的薪火转化为照亮未来的光炬。这是课程思

政的深层律动，更是传统音乐在新时代的庄严回响。

4.	结语

传统音乐教育的革新，实则是中华文明基因在当代教育

场域的创造性转化。当《流水》的七十二滚拂指法被重新诠

释为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学，当《二泉映月》的悲怆旋律升华

为坚韧精神的现代注解，教学改革的深层价值便不言自明。

这场变革并非简单的内容更迭，而是通过解构西方音乐理论

的话语霸权，重构传统音乐的文化阐释体系，使千年乐教传

统焕发新的育人能量。

未来的实践路径需把握三个维度：在文化解码层面，

要以考古学的严谨追溯古谱背后的精神密码；在价值传导层

面，要用当代话语诠释传统音乐的伦理智慧；在教学方法层

面，需构建虚实交融的沉浸式学习场域。唯有如此，传统音

乐教育方能突破“博物馆化”困境，让青年学子在演绎《广

陵散》的激昂之余，更能领悟嵇康“声无哀乐”论中的哲学

深意，使千年古乐真正成为滋养文化自信的精神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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