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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任何音乐教育体系都应接受由多种文化形成的音乐世界的存在事实，以及对其

学习和理解的价值，并把这一观念作为音乐教育的新起点。我们在强调弘扬民族音乐的同时，

应以开阔的视野学习、理解和尊重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通过音乐教学使学生树立平等

的多元文化价值观。  

  [关键词] 少数民族；多元音乐；文化观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我国加入 WTO，具有民族多样性、地域

差异性、经济滞后性、历史文化复杂性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音乐教育在这一社会转型中，

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因此，探寻适合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高等艺术教育发展战略，

培养具有实践与创新能力的、适合社会发展的高素质、跨世纪人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广西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多民族的地域特点孕育了多元的民族音乐文化的构成，各

民族的音乐文化作为中华大一统文化的分支，在其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既相对统一，具有中

华民族音乐风格共性特点的方面，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极富少数民族音乐风格特点的一面。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来说，培养多元文化视野是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必要素质。多元文

化教育既能促进多民族的平等合作，又能通过多元文化的整合促进各民族、集团的整体提高。  

  多元音乐文化教育已成为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总趋势。联合国于 1996 年 4 月在澳大利

亚召开世界多元文化会议，讨论了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发展问题。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则在

制定的《世界各文化的音乐政策》中指出：“世界各文化的音乐，不论从个体还是从整体来

看，都应该在广大的音乐教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任何音乐教育体系都应接受由多种文化形

成的音乐世界的存在事实，以及对其学习和理解的价值，并把这一观念作为音乐教育的新起

点。”我们在强调弘扬民族音乐的同时，应以开阔的视野学习、理解和尊重世界其他国家和

民族文化，通过音乐教学使学生树立平等的多元文化价值观，有利于我们共享人类文明的一

切优秀成果。  

  多元音乐文化教育不仅限于中国各个民族的音乐教育，而且要放眼于世界各民族的音乐

教育。我们在强调本民族音乐的同时，应以开阔的视野学习、理解和尊重世界其他国家和民

族文化，通过音乐教学使学生树立平等的多元文化价值观，有利于我们共享人类文明的一切

优秀成果。     

  一、少数民族高校应加强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多元音乐文化观的形成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广西加大了与世界的交流。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

宁召开，通过成功举办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奠定了广西在中国与东盟合作中的战略地

位，为广西赢得了外部资源与发展机遇。1993 年起，广西开始举办民歌节，1999 年，“广

西国际民歌节”正式更名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6届。经过与外地

民歌的交流和注入新元素后，成了老少喜爱的音乐，它不但打出了民歌艺术节的品牌，同时

加快了民族音乐与世界音乐的交流。  

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音乐教育充分利用和加强与世界的交流，可以吸取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

神财富，使高校音乐教育在开发中求发展。  

  二、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应实施“多元音乐文化教育观”的教育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无论是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来说，培养多元文化视野是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必要素质。多元文



化教育既能促进多民族的平等合作，又能通过多元文化的整合促进各民族、集团的整体提高。  

  1．构建新的课程体系，是多元音乐教育模式的核心  

  少数民族高校的音乐教育，在今天 “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极易丧失其传统的生态

环境。多元文化下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应当是继承的、开发的，而这正是有可能为普通高校

音乐教育的构成、保存、延续及发展提供一些新方法和新思路，并使之成为其发展创新的生

态环境。唯有一种详尽的、富于想象的、连续的多元化音乐教育，才有利于这朵教育之花常

开不谢，才有利于它的生长和发展。  

  在课程设置上要加强综合性的课程建设，鼓励开设选修课程。从世界各国课程改革的经

验分析，综合性课程建设将是高校音乐理论课程改革的趋势，它可以弥补分科过细造成的缺

憾。综合性课程的特点使大量交叉学科的横向综合，整个学科体系将更加完善成熟。在上述

基础上，少数民族高校音乐教育的课程设置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原有的基础上的修补，应考

虑新起点和新的音乐课程设计。首先，要突破以西方音乐本体结构为标准的认识框架和教学

体系以及教学方法的制约；其次，要以本民族音乐文化为主体，不能把音乐教育与它的社会

文化土壤相分离，而是提供一种源于地方但又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识。将音乐教育所依赖的

社会文化资源结合到新的课程建设中去，学生可以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掌握中国的音乐文化，

继承自己民族的音乐品质，同时也可共享世界音乐文化，以此拓展大学生的文化视野，并提

高学生世界音乐文化素养。  

  2．要增强和提高音乐教师的素质和业务水平 

 我们现有的师资多是在西方传统音乐体系为基础的教育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但其知识结

构、思维模式和音乐操作能力，从实质上讲，并没有立足于世界文化。因此，教师的理念必

须更新，知识结构也要优化，否则建立多元音乐教育体系也就无从谈起。这就给我国少数民

族高校音乐教育提出了一个师资结构和教师培养问题。  

  要增强和提高音乐教师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要求教师要有较深的民族文化底蕴和全面扎

实的业务知识。目前，高校音乐教育对于山歌、戏曲、说唱等方面的教学，几乎是个空白。

因此，少数民族高校的音乐教师应在工作中继续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

业务水平。  

  3．实施多元音乐文化教育应避免走入误区  

  在实施多元音乐文化教育的同时，应避免将注意力过分放在别国的音乐教育，而忽视本

国、本民族的音乐教育，即过分注意“全球意识”而忽视“寻根意识”。事实上，只有将“全球

意识”和“寻根意识”结合起来，通过两化（传统音乐的现代化和世界音乐的民族化）实现民

族音乐的结构重构，进行新的创造，从而有充分准备去参加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与世界音

乐文化多方面接轨，多渠道的对话，才能对世界音乐文化的新整合和新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高等教育要走向世界，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特色，否认追求自身的民族性、区域化。事

实上，异域异质文化的交流和整合，不是照搬、叠加、同化，而是选择、重构、创新。一个

教育系统只有当它牢牢地扎根于本地和民族的环境中，才能以它的经验、思考能力尤其是它

的判断来丰富别国的遗产。  

  总之，对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来说，高等音乐教育既要充分利用其多民族交流与国际交流

合作的资源，借鉴各民族及外国经验以促进音乐教育改革，同时也要立足于自身传统的变革，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音乐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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