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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对象和课程类型

教学对象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硕士研究生
中、高级汉语进修生

课程类型
选修课程（36课时，18周）
讲座（赏析或体验）



教学动机

作为中国学生

应该具备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之一

作为对外汉语专业教师
应具备的教学能力和社交能力之一

作为外国留学生
应了解的中国文化艺术重要内容之一



教学目标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能

讲音乐故事——了解中国音乐文化基本常识，包括

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进程、名家名作等

赏音乐精品——初步具有赏析中国经典音乐作品的

能力

秀中华才艺——初步具有独立选择、编排、表演

有中国文化特色音乐类节目的能力



教学思路

听音乐，讲故事

沿着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历史的轨迹，欣
赏经典音乐作品，讲有关的人和事

深入体验，传播中国音乐文化
学习歌唱技巧，独立编排具有中国音乐文化
特征的音乐节目



教学内容

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进程——中国音乐文明的

开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和中国“新音乐”
文化的发展

音乐中人和事——重要音乐文化发展时期的

代表作品赏析和名人故事

最炫“中国风”——解读当代流行音乐中的
中国元素（专题研究之一）

秀中华才艺——体验和学习中国歌曲演唱与
编排技巧



教学设计

第一部分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进程
教学方式：讲授（赏析结合）
教学内容：

（一）远古寻声——中国音乐文明的开端（约8000

年前至夏、商时期）
（二）雅乐”八音“——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的第一

个高峰期（先秦时期）
（三）宫廷燕乐——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的第二

个高峰期（隋唐时期）

（四）瓦肆娱音——宋元时期的传统音乐文化
（五）雅俗共赏——明清时期的传统音乐文化
（六）音乐的蜕变——清末以来的近现代传统音乐

文化



教学设计

（一）远古寻声——中国音乐文明的开端（约8000

年前至夏、商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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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二）雅乐”八音“——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的第一
个高峰期（先秦时期）



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

“八音”之首——钟
特点：体积庞大，声音浑厚，气势宏大
意义：象征威严、权利与富贵
代表：曾侯乙编钟（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

曾侯乙编钟包括甬钟45件，钮钟19件，
及楚惠王所赠镈钟1件，共计65件。按形
制不同，以大小及音的高低为序组成8组，
悬挂在铜木结构的3层钟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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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曾侯乙编钟”出土趣闻

讨论：中国编钟与寺庙、钟楼的钟有哪些不同？



教学设计

琴棋书画之古琴
特点：音域宽广，音色丰富多变，技法高超
意义：是中国传统文人最为推崇和欣赏的乐器，留

下无数动人的神话与传说，深邃体现中国人
的审美情趣，是中国传统文化象征之一

代表作：《流水》
《阳关三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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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音乐故事：
神农氏造琴
伯牙摔琴谢知音
蔡文姬听音辨琴

趣闻：
焦尾琴的由来
笙箫恋



教学设计

（三）宫廷燕乐——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的第二
个高峰期（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的音乐文化处于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发展
全过程的颠峰时期，其中以燕乐的兴盛、雅乐的衰微
为主要特征。

燕乐又称为宴乐，指在宫廷中，除了仪典之外，
招待宾客、宴享与娱乐中所应用的一切音乐，是集
观赏性与娱乐性为一体的歌舞大曲。



教学设计

演出形式：立部伎——堂下立奏，规模大，64-180人

场面宏伟，气势磅礴
坐部伎——堂上坐奏，规模小，3-12人

优雅抒情，表演细腻

音乐风格：西域音乐与
中原音乐的融合

音乐故事：《秦王破阵乐》
《霓裳羽衣曲》
音乐皇帝李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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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四）瓦肆娱音——宋元时期的传统音乐文化
社会背景：宋代手工业与商业有了空前的发展，尤
其是都市发展、城市经济日趋繁荣，产生庞大的市
民阶级，平民艺术的社会影响逐渐扩大。
音乐性质：宫廷 → 平民 贵族化 → 平民化
音乐形式：歌舞大曲 → 戏曲形式

“词调”和“散曲”
说唱音乐：如鼓子词、陶真、货郎儿等
杂剧：宋杂剧

元杂剧
音乐故事：《扬州慢》（词调歌曲）

《窦娥冤·斩窦》（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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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五）雅俗共赏——明清时期的传统音乐文化
社会背景：进入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市民阶级日益
壮大，市民意识增强，农村中民歌、小调大量进入
城市。随着工商业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各地不同风
俗乐得到交流与发展。

音乐性质：世俗化
音乐形式：

昆山腔，即昆腔、昆曲
梆子腔
皮黄腔
说唱音乐：弹词与鼓词

音乐故事：《浣沙记》《牡丹亭》（昆腔）
《十面埋伏》（琵琶独奏）



教学设计

（六）音乐的蜕变——清末以来的近现代传统音乐

文化
社会背景：清王朝进入腐朽没落晚期，大量农村人
口涌进城市，带动大量传统民间艺术及业余、半业
余民间艺术团体，也流入城市，促进近现代传统音
乐的发展。另一方面，西方音乐文化加速传入中国，
促成了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启蒙与发展。
音乐形式：形成了民歌、器乐、说唱、戏曲和歌舞
等自成体系的五大类



教学设计

民歌：劳动号子、山歌、小调等
说唱：鼓词、弹词、渔鼓、牌子、琴书、杂曲、

走唱、板诵等八大类
戏曲：四大声腔系统（昆腔、高腔、梆子腔、皮黄腔）

两大声腔类型（民间歌舞、民间说唱）
民族乐器：种类（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弦乐器、

打击乐器）
合奏乐种（丝竹乐、鼓吹乐、吹打乐、
锣鼓乐）

音乐故事：《二泉映月》（二胡）
《雨打芭蕉》（广东小调）
《大西厢》（京韵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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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第二部分 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发展
教学方式：讲授（赏析结合）
教学内容：
（一）中西交响——中国“新音乐”文化的萌芽与

发展（20世纪初—30年代）

（二）华夏强音（20世纪40年代）



教学设计

（一）中西交响——中国“新音乐”文化的萌芽与发展
（20世纪初—30年代）

“新音乐”文化的萌芽
“新式”歌曲——学堂乐歌

由来：为中国造一新音乐；新制学堂的建立、乐歌
课的开设

代表作：《送别》（李叔同填词）
创作形式：选曲填词 按词选曲
代表人物：沈心工、李叔同（图）



教学设计

“新音乐”文化的发展
音乐的融合——20年代新音乐
特点：中西合璧

选曲填词→依词谱曲

体现：学校歌曲等群众性音乐创作的专业化
艺术歌曲创作的萌芽
合唱与多声部音乐民族化的初步探索
音乐社团的建立和专业演出活动的开展
专业音乐教育的开端
儿童歌舞音乐的出现

代表作：《大江东去》（艺术歌曲 青主）
《春江花月夜》（合唱曲 萧友梅）
《光明行》（二胡 刘天华）



教学设计

“新音乐”文化的发展
初步繁荣——30年代新音乐
特点：专业化

体现：音乐创作风格的多元化
钢琴伴奏音乐创作的初步成熟
清唱剧的出现
钢琴音乐创作民族化的初步探索
电影音乐创作的萌芽与发展
音乐理论研究的发展
活报剧和歌剧的发展

代表作：《义勇军进行曲》（聂耳）
《牧童短笛》（钢琴曲 贺渌汀）
《金蛇狂舞》



教学设计

（二）华夏强音（20世纪40年代）
特点：鲜明的时代性与现实主义特性

西方音乐文化和技巧的运用→音乐民族性的体现
体现：抒情性艺术歌曲多注重古典诗词的运用

力求用群众易于掌握的艺术形式表达内心
乐器创作的新突破
音乐教育的发展（“鲁艺”，国立音乐院等）
大型合唱的发展
新歌剧的产生

代表作：《黄河大合唱》（冼星海）
《思乡曲》（马思聪）
《白毛女》（延安“鲁艺” ）



教学设计

第三部分 最炫“中国风”
——解读当代流行音乐中的中国元素

课程类型：专题研究
课前要求：1. 搜集当下流行的“中国风”音乐

2. 思考“中国风”音乐的流行原因和
创作风格

研究内容：
（一）中国元素与流行音乐的关系
（二）“中国风”歌曲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技巧
（三）“中国风”音乐的成功因素



教学设计

（一）中国元素与流行音乐的关系

中国元素——民族象征，即地道的中国标签
流行音乐——前沿时尚元素

大众文化取向的体现
创作理念：“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在全球化交流中展现独特的中国形象
创作目的：将民族音乐成为世界音乐，将传统

民族文化成为年轻的大众文化



教学设计

（二）“中国风”歌曲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技巧

创作风格：
定义“中国风”
“风”——风光，风俗习惯、风土人情
“中国风”歌曲——贴有地道的中国标签，
带有浓浓中国味道的歌曲
汇总当下流行的“中国风”歌曲
归纳“中国风”歌曲创作风格
—— 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营造中国式氛围，
构建典型中国古典意象、意境，饱含中国
古典情绪



教学设计

创作技巧：
歌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古典意象的重现（杨柳、红豆、东流水，少林等）
古典诗词的化用
古典意境的营造（传统道德与观念，传说故事等）
民族乐器的广泛使用（二胡、琵琶、笛子、古筝等）
戏剧的精妙使用



教学设计

（三）“中国风”音乐的成功因素

社会背景
审美趣味
创作观念



教学设计

第四章 中国歌曲演唱
课程类型：体验课
课程案例：中华才艺课之中国歌曲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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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