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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学院作曲人才培养研讨会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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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围绕学院办学特色，进一步全面提升教学质量和水平，探索独具特色的音

乐创作与人才培养之路，日前, 中国音乐学院作曲人才培养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由作
曲系主任高佳佳教授主持，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闫拓实教授、副院长宋飞教授、作
曲系全体在职教师、老一辈专家、特聘教授及附中理作学科教师等数十人出席会议。
大家就学科建设的诸多问题，包括音乐创作、人才培养、作曲教学以及对艺术的价值
观等相互切磋，进行了坦诚、热烈的研讨与交流。在讨论中大家对已有成果总结归
纳，对学科发展进行引导，对固有定论重新审视，对偏颇视角多方检讨。此次会议对
深化学术与教学的研究、改革，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音乐创作是音乐艺术院校学科建设的龙头，也是推动音乐艺术发展与国际文化交流的
动力源。作为以民族音乐为办学特色的中国音乐学院，不仅承担着构建中国民族音乐
教育体系的重任，也承担着培养优秀作曲人才、创作优秀作品和向世界传播中国音乐
文化的历史使命。近年来，作曲系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进行了多方的锐意探索。全
系对本次会议极为重视，早在会议召开前两个月就致信全体与会人员，明确了研讨的
主要议题：第一，中国音乐学院作曲人才培养的特色究竟是什么？第二，怎样理解基
础教育？是否应包含欧洲古典音乐和中国传统音乐的基础？是否也应包含现代音乐的
内容？如果包含又该包含哪些？怎样包含？第三，其他关于作曲教学和对当代音乐创
作的思考。由于事前就有明确的中心议题，大家对相关问题也早有感悟与积累，再加
上较高的重视程度与较为充分的准备，使得会议能够形成真正的积极讨论和具有实质
意义的学术争鸣。   

高佳佳教授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相关工作的基本情况：近一段时期来，系里重新制定
了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的培养方案；梳理了作曲系本科各专业方向的指导性教学
计划；完善了课程设置；修订了教学大纲与考试办法，并以教学工作手册的形式发放
到全体师生手中。教学改革方面，调整了培养目标，推行“大作曲”模式的教学改
革。加强办学特色方面，强调了教师队伍的特色，作曲系老、中、青作曲家、理论
家，通过自身的学术成果，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作曲系过去
一年主办的 “中国之声”作曲比赛、全国音乐分析大会等全国性的大型学术活动中，
彰显了以中国音乐创作与研究为主题的特色。在教学采风的环节中，作曲系三、四年
级的新疆行、宁夏行，均带着创作任务采风，并由民族音乐学家赵塔里木院长亲自带
队做学术指导，在实际生活中教学生们如何向民间学习，获得可喜成果。在课程设置
和学分制定的修订过程中，在充分吸取兄弟院校经验的同时，力求体现我院的办学目
标和特色。此外，高佳佳教授在发言中还就社会责任感；大学的精神；中西方音乐文
化的交流与融合；对西方精粹的吸收与借鉴等方面做了延伸。    

杨通八 教授在随后的发言中指出：目前，全国性的艺术院校作曲学科普遍存在生源
不足、学风不振、就业困难等形势。问题的形成是否缘来源于现代音乐思潮与现代技
法的冲击？如何界定音乐创作与理论研究领域的“学院派”？存在的问题与是否强调
中国特色有无关联？他认为，存在的问题主要源于旧有办学模式不适应当今社会环境
的变化，以及社会腐败对学院的蔓延。并提出了改变招生模式，强调素质考试；分层
次设计本科与研究生课程；加强基础课，注重启发式教学等一系列解决方案。 施万

春 教授新近在《人民音乐》2013年第五期发表了一篇长文——《现代主义不应成为
学院作曲教学的主流——首届“中国之声”作曲比赛引发的思考》，以一名老作曲
家、老教师的情怀与体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刊出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争

鸣。在会议中， 施万春 教授就文章中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其作为作曲家，创
作中力求百花齐放，兼容并包。认为现代音乐不应成为本科生学习阶段的主流，而忽
视传统。教学过程中，重要的是打好基础。而基础包括很多方面，也包括提升学生整
体素质等。 李西安 教授在发言中回顾了中国音乐学院复院伊始作曲系的办系方针
和培养目标。主张在传统与现代、雅与俗之间建立张力场；西方的音乐文化得以流传
因为有其强大的教学体系。作曲四大件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彼此之间的学科联
系，在需要认真学习的同时也要认清其局限性。特色课程方面的系统研究依然有可提
升之处，要力求构建科学系统的教育体系。 李西安 教授还指出：世界是多元一体
的，文化的多元化应该强化，而中国作曲家中国文化的背景是独有的，作曲家应有中
国文化建设和传承的社会责任感。社会需求是多样化，教学应该相应调整，学生应具
备广泛的适应能力。 高为杰 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对于自己学院评价与定位，应该
客观、理性，韬光养晦、脚踏实地的做好教学工作。对于作曲系自身的特色问题： 



高 先生概括为：加强通识、打好基础、因材施教、多元发展。有同有异，人无我
有，人有我强。招生的标准与培养的标准应该区分开来，基础与创新必须联系。因材
施教，反对机械的死板的模式。教学大纲应该有一定的弹性与伸缩空间。考虑个性与
多元的社会需求，多元化的人才培养。在作曲课的教学方式上，对于以作曲为方向的
学生，推行工作室的形式，分析经典，广泛接触，老师意见与学生意见充分沟通，加
强经验传授，创出一条新的路子。 樊祖荫 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音乐学
院排名的社会现象，认为排名是客观存在，并受历史与条件的约束。强调应该加强自
身的办学特色。作曲学科的发展应与学院总体办学方针相适应，努力办出强项来。利
用好师资队伍的特色，加强团队建设，强调基础建设。教学理念上，应从精英教育模
式转换到基础人才模式，重视向传统文化的学习。拓宽眼界与视野，加强创作的热情
与社会责任感。学院要提供多样化平台，给青年人创造机会。 

金湘 教授的发言首先充分肯定了作曲系近年来的兴旺与凝聚力，看到学生进步很高
兴。他进一步强调教学中继承传统的同时，必须纳入现代的内容。主张对于传统的认
识应融入中华文化中的内涵。并就继承与发展、共性与个性、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
感、艺术与艺德等相关问题做了阐述。此外， 金湘 教授还回顾了其早年间在《作
曲家的困惑》、《作曲家的求索》、《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等文中的部分观
点，认为学院应该秉承自身特色，成为中华乐派的龙头与平台。 张韵璇 教授的发
言涉及对作曲教学理念的探索，并生动地结合自身的经历、教训和感悟。她指出：四
大件是作曲的基础课，是西方对世界音乐文化的贡献。她引用了辟斯顿在《对位法》
一书的序言中关于技术的法则的阐述，“规则是人创作的，而不是为人创作的。”没
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技术标准，教师的责任是将经典的作品介绍给学生。在教学中无需
崇拜旧有的体系。游离于西方文化背景之外的我们，不应过多地改造、混合、拼接，
不要企图改造别人的体系，教学中应该帮助学生树立各种样板、使其准确把握各种风
格，培养宽阔的视野与高尚的品味，进而探索走自己的创作道路。 姜万通 教授在
对培养人的目标、艺术的目标、艺术的基本功能等价值观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要
培养有道德，有生存能力的人，艺术不仅自娱还要娱乐别人等朴素观点。青年教师罗
麦朔、朱赫等先后发言，就会议议题的内容以及自己教学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充分
发表了见解。作曲系特聘教授中央音乐学院 秦文琛 教授与首师大 杨青 教授近
两年一直参与学院的教学工作，两位教授百忙之中拔冗赴会，他们的思考为会议带来
了客观的视角与域外的关注，弥足珍贵。学院附中副校长 郭萌黎 教授带领附中理
作学科的教学团队交流了附中作曲教学的基本情况，充分体现了附中、大学一体化建
设的基本格局。   

与会者的发言将视角拓展到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如何因材施教，给学生自由创作的
空间；如何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服务于社会；如何传帮带，发挥老先生的作
用；如何加强师德、教风、学风、系风的建设，以及提出中国音乐学院的特色应该是

写出中国人喜爱的和能用的音乐作品等等，观点鲜明且富有建设性,充分展现出学术传
承的脉脉温情，也展现了老一辈教师对学院和作曲系建设的关怀与希望，使后辈感
动、受益。高佳佳教授最后说，今天的会议是成功的，虽然没有任何预期，但可贵的
是大家就创作与教学的多元化、包容性，以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等方面达成共
识。在诸多问题上为大家留下思考。在这里仅代表系班子感谢所有教师的光临，并向
老先生的到来鞠躬致谢！    

会议最后，副院长宋飞教授做了总结性发言，她表示，在暑假期间，众多教师齐聚，
对会议相关议题展开充分的研讨，不同的角度引发不同的思考，多元观念形成合力，
不求达成共识，却在履行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回顾历史、直面现实、更着眼于未来。
对于会议中提到的问题，学院会提供全方位的关注和支持，期待通过充分研讨与论
证，形成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同时也应该听取学生意见，共同完成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