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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黑土地、鏡泊湖、長白山、棒棰島等地貌景觀，

以及素有三寶之稱的人參、貂皮、靰鞡草等特產。

在音樂活動方面，學生藉由模仿方言的口音、節奏

遊戲、學唱歌曲、聆聽音樂、表演秧歌、二人轉、

小品、創編歌詞等活動，體會東北人的豪邁、直

爽、幽默等處世風格與民情特質。整堂課給人的強

烈印象是以音樂為媒介將當地文化每一層面的精華

都連繫在一起，學生當然獲得豐富的本土音樂文化

薰陶。

第四屆獲獎的《唱大戲》，由山東煙台招遠

一中的李秀麗老師執教，內容選自山東鄉土音樂教

材初中第三冊。本課例利用歌曲的教唱，讓學生認

識山東的多元文化，以期拓展他們的視野，提高他

們的人文素養。上課以吟唱耳熟能詳的民歌（即台

灣所稱的「地方歌謠」）開場，並以山東民俗「過

大年」時的場景為本單元的基礎，老師準備民間藝

人和專業歌謠演唱家所演出的《唱大戲》，讓學生

比較兩種版本來探究民歌的方言性、地域性和民歌

襯詞等特點。從學唱歌曲的過程中，學生要揣摩山

東民歌的特點和風格；從「舊曲新詞」的活動中，

學生練習改編《唱大戲》，藉以體驗民歌傳承的脈

絡。

第五屆獲獎的優質課中，有雲南瀾滄縣民族小

學金燕萍執教的《我愛家鄉的酒歌》。酒歌也稱風

俗性宴歌，是雲南各民族在節日聚會、招待賓客的

時候，主人在飲宴中所唱的歌，以表示對賓客的盛

情。金老師收集了當地拉祜族、愛尼族、傣族、佤

族四個民族的酒歌，作為教學內容的主軸，透過學

唱拉祜族的酒歌與表演四個民族的迎賓舞等活動，

讓學生親身感受熱情的民族性，以及酒歌背後的文

化涵意，進而對家鄉的音樂以及雲南少數民族音樂

文化產生興趣。

從上述獲獎的課例中可以發現，這些音樂老師

從本土音樂文化中找素材，凸顯地域特色和本土特

色，不但讓學生學會了地方音樂，也加深了對自己

家鄉的認識與情感，是本土音樂文化教學很好的典

範。 

教室以外的本土音樂文化活動

讓每一個孩子會唱家鄉的歌，從小學會一兩

件民族樂器，是傳承本土音樂文化的扎根方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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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音樂文化是指與當地文化、歷史、地理、

環境、自然等融為一體，具有地方特色和本土特色

的音樂文化，亦可稱為「地方音樂文化」或「鄉土

音樂文化」。它表達了對一個地方人文的理想和情

思，體現了一個民族獨特的「文化身分」— 這是各

民族在音樂文化世界裡交流的平台。 

在多元文化共融和文化多元發展的今天，本土

音樂文化逐漸受到重視，越來越多的鄉土音樂被用

在中小學音樂課堂和課外音樂活動中。此現象具有

文化學和教育學的意義：它不僅使各民族以個性鮮

明的文化身分參與世界文化之交流，在世界民族音

樂領域中亦有屬於自己的能見度，民族音樂的傳統

則透過學校教育得以延續。本文首先報導中國幾個

地區編寫鄉土音樂教材的情況、全國音樂優質課中

含有鄉土音樂之份量、以及學校課內外推行鄉土音

樂活動的現狀，再對本土音樂文化在中小學課堂的

實踐成效進行檢討。

中小學音樂教材融入本土音樂文化元素之概況

音樂教材是音樂課程最根本的元素，亦是教

學的主要依據。繆裴言（2003）曾解釋：「義務教

育課程除國家課程以外，地方和學校音樂教育應結

合當地人文地理環境和民族文化傳統，開發具有

地區、民族和學校特色的音樂課程資源。」另外在

義務教育《音樂課程標準》（實驗稿）中也規定：

「各地各校可自選鄉土教材，其比例可占教學內容

的15%-20%。」（中國教育部，2001）基於以上的

規定，很多地區便結合當地的民族音樂文化傳統，

編寫了相應的鄉土音樂教材，落實了本土音樂文化

進入中小學課堂的構想。就筆者所收集到的資料分

析，福建、廣東根據當地的音樂特色，編寫了單獨

發行的鄉土音樂教材；其他如山東、四川、雲南、

河南、黑龍江、吉林、遼寧等地，則在各年級的音

樂教科書之後，附加一個鄉土音樂教材的單元。

一、福建之案例

整體而言，福建充分利用在地音樂資源，在

編寫鄉土音樂教材與推展本土音樂文化課程方面有

顯著的成績。泉州、福州、晉江、廈門等地分別編

寫了有當地特色的鄉土教材。如：1990年泉州市教

育局和文化局公布了《泉州南音進中小學課堂》的

計畫（南音即是台灣通稱之南管音樂），要求將南

音逐步納入中小學音樂課堂，並主動邀集南音專家

編寫了《南音教材》以及《南音補充教材》。2000

年福州市教育局和文化局則編寫了《閩劇欣賞》教

材，該教材包括閩劇的淵源、閩劇劇種特點、閩劇

名家介紹和閩劇唱腔選介等。2003年汪寄聲編寫閩

南鄉土音樂教材，並製作了《晉江市中小學鄉土音

樂系列教材》，內容包括：閩南戲曲音樂、福建南

音、閩南民間歌曲、閩台兒歌童謠等課件。這些視

聽與動畫結合的多媒體課件，能讓學生實際觀賞閩

南鄉土音樂的表演，親身體驗在地音樂的魅力。廈

門市的特級音樂教師劉瑛與她的閩南民間音樂進課

堂教改小組，編寫了一至六年級共十二冊的《閩南

民間音樂鄉土教材》，使閩南本土文化有計畫、有

步驟地引進中小學課堂中，這是目前鄉土音樂教材

的典範。                       

二、廣東之案例   
廣東之教育主管機構在廣東音樂曲藝團、廣

東粵劇學校、廣州樂團等單位的支持和幫助下，

由馮旭明主持編寫了廣州市九年義務教育小學音樂

地方教材《廣州音樂》於1994年分六冊出版，並在

1999年改為十二冊，作了必要的修改與補充。2006

年根據新課程改革和《音樂課程標準》的原則進行

修訂，本教材增加了反映兒童情趣的童謠，反映人

們生活的叫賣調，廣東地方特色的粵劇、粵曲、曲

藝，以及廣為流傳的廣東地區音樂歌謠等，所涵蓋

的範圍既廣泛又豐富。

三、山東之案例

為了讓山東的中小學生瞭解和熟悉本地音樂

文化，先前有李東編寫了部分具有山東地方特色的

音樂教材，以〈山東鄉土音樂教材〉附在《音樂》

課本之後，教材的內容包括：歌曲、欣賞、民族樂

器介紹、地方音樂家。在課程改革之後，以〈鄉音

鄉情〉為題，增加一個鄉土教育課件納入《音樂》

中。就筆者所知，採取此種形式的還有雲南、河

南、黑龍江、吉林、四川等地，在此不逐一列舉。

中小學音樂優質課例中之本土音樂文化課程

從過去五屆中小學音樂優質課獲獎的課例看

來，與本土音樂文化相關的課例在晚近幾屆逐漸受

到重視，可以看出各地音樂教師越來越重視這項議

題。在眾多獲獎課例當中，本文選出三件課例，說

明不同地區的音樂教師如何融入並彰顯當地的音樂

文化。

瀋陽實驗小學的陳運成老師執教的《東北

好》，是第三屆獲獎的優質課，內容顯現東北的音

樂、文化、鄉土人情、民俗風情等文化特色與風

格。上課一開始，師生共同聽著「東北風」音樂、

身體隨著秧歌扭擺進教室，老師刻意用當地方言講

第一句話，激起學生熱切想多認識東北的願望。接

著老師藉由影片，在《東北好》音樂的配樂下讓學

生深入瞭解遼寧、吉林、黑龍江此東北三省之肥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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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音樂教師應善用在地音樂文化資源

為了確保本土音樂文化順利進入音樂課堂，教

師可利用「請進來」的方式擴大學生的音樂文化視

野，譬如：聘請當地民間藝人、民族音樂學家或從

事此藝術表演活動之學生家長到學校舉辦講座，或

邀請在地音樂團體到學校為學生表演，拓展校內音

樂資源，豐富學生的文化學習經驗。另外，教師還

可以讓學生「走出去」，參加多種形式的社區音樂

文化活動，走進當地民族節日慶典現場，觀摩當地

文藝演出和風俗節日慶祝活動，使課、內外的音樂

教育結合起來。這不僅是《音樂課程標準》所提出

的「主動參與社區或鄉村音樂活動，並能同他人進

行音樂交流（3-6年級）」的要求（中國教育部，

2001），也是豐富學生藝術經驗的良好途徑。

五、 音樂教師應探索多種途徑激發學生喜愛本土音樂文
化的興趣

當代的學生基本上不喜歡「老掉牙」或「老古

董」的本土音樂文化，面對這種尷尬局面，音樂教

師可以從幾方面努力：1）加強引導學生審美的情

趣，以激發他們對本土音樂文化的好奇心與熱情；

2）通過多種形式與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讓學生

親身體驗本土音樂文化的內涵與文化意蘊；3）考

量中小學生的心理生理特點，慎重編選兒童題材的

童謠、兒歌，使學生的生活經驗與學習內容密切結

合；4）邀請作曲家改編鄉土音樂，創作既具有濃鬱

特色、又有時代感的歌、樂曲，音樂教師也可以在

不失傳統音樂風貌的基礎上對鄉土音樂進行加工、

改造；5）加強早期母語音樂文化教育，讓學生像從

小學習母語（說家鄉的方言）一樣，用家鄉的方言

唱歌，這種耳濡目染的方式，是終身學習、傳承和

發展本土音樂文化的基礎。

結語

將本土音樂文化帶進中小學課堂是課程改革

中一個重要的議題，學校的音樂教師應是執行此任

務的主要媒介，透過與政府、社會、學校、研究部

門、專業表演團體、媒體等各個層次的合作，使之

形成一個良性迴圈，共同探索民族音樂資源與學校

音樂教育相結合的新方式。作為本土音樂文化傳承

中堅力量的音樂教師，應充分利用在地文化資源，

藉由生動活潑的教學形式和豐富多彩的鄉土音樂文

化活動，啟發學生對本土音樂的興趣，奠定他們對

在地文化的基本認識與素養。師資培育機構則應

瞭解當今基礎音樂教育改革現狀與需求，培養大

批具有本土音樂文化知識和執教熱情師資。民族音

樂學家、作曲家和音樂教育工作者更應合作蒐集、

整理與創造適合學生審美需求的鄉土音樂文化教育

資源，建立學習「音樂母語」的良好環境，使學生

主動地聆賞在地音樂文化，達到文化永續傳承的目

的。

（本文作者信箱：cuixuerong5808@sina.com）

■參考文獻

繆裴言（2003）：課程資源開發與利用 — 義務教育音樂課程標準解
讀之十四。中國音樂教育，108 (6)，11。

福州市教育局（2007）。福州市教育事業2007年工作意見。2007年2
月26日，取自http://www.fuzhou.gov.cn/html/20070226/823715.
html

中國教育部（2008）。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音樂學（教師教育）本科
專業課程指導方案。2008年7月8日，取自http://www.moe.edu.
cn/edoas/website18/78/info12378.htm

中國教育部（2008）。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音樂學（教師教育）本科專
業課程指導方案說明。2008年7月8日，取自http://www.moe.edu.
cn/edoas/website18/78/info12378.htm

中國教育部（2001）。全日制義務教育《音樂課程標準》（實驗
稿）。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州市教育局在2007年就明文規定「⋯⋯繼續推進高

雅藝術進校園和鄉土藝術進校園，通過賽事與活

動，開設閩劇、福州評話、福州伬藝、十番音樂等

福州地方傳統藝術興趣班，活躍校園文化生活，弘

揚地方文化，保存福州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提升

體、音、美學科教育質量和藝術設施，以及藝術教

師的教學能力。」許多學校於是展開相應的行動，

例如：倉山第一小學由校長親自推行，自2004年以

來，全校每一位學生至少要學會一至兩件民族樂

器（包括葫蘆絲、排簫、巴烏、二胡等），每一個

班級也發展一項特色樂器，學生們在每天早上課前

和下午課外活動時間練習，在音樂教師的指導和班

導師的管理下，學生演奏的水準持續提升。晉安區

鱔溪小學在2002年就以閩劇為發展重點，成立了閩

劇興趣小組，幾年來該校的閩劇活動相當活躍，多

次參加各類演出並在省市級比賽中獲獎。象峰中心

小學於2003年成立秧歌隊，並於連續幾年參加春節

秧歌大賽均獲好成績，2007年學校擴大秧歌為辦學

特色，全校師生利用週二、四早操時間集體練習

秧歌。台江區實驗小學則有福州評話、伬唱興趣小

組，聘請福州市曲藝團專業藝人來校指導，並定每

週五為練習時間。

鄉土音樂文化融入中小學課堂之成效檢討

一、音樂教師應是傳播本土音樂文化的中堅力量

音樂教師是本土音樂文化傳承的「活性文

本」，為提高鄉土音樂教學質量的中堅力量。由於

本土音樂文化與當地的語言、風俗、人情等密切相

關，音樂教師要熟悉該民族音樂文化的背景和發展

歷史，並儲備相關文化的知識，學習當地的方言，

在教學上才能得心應手。譬如，住在廈門的劉瑛老

師是湖北人，不會閩南語，為了教閩南民歌，已過

中年的她克服重重困難，如學外語般苦學閩南語，

終於能夠流利地用閩南話進行教學。

定期聘請傳統音樂專家和民間藝人到校傳經送

寶，對音樂教師進行鄉土音樂知識與技能的培訓，

可以激發學習和傳承本土音樂文化的意識與教學興

趣，並朝著永續經營的方向前進。

二、音樂師資培育應加強本土音樂文化課程

在全國音樂教育師資培育之《專業課程指導方

案》規定：「根據區域性、民族性音樂教育的要求

和學校特色開設地方和學校課程（約10學分）。」

各校可根據自身的資源和師資特長開設相應類別的

選修課，以發揮該校學術與地域之優勢。2003年，

泉州師院藝術學院創辦了南音本科專業，開設了南

音理論與實踐系列課程，聘請專家任教，並出版了

一套（八部）《中國泉州南音系列教程》，培養了

大批南音師資和研究人才，這是大學院校開設特色

音樂主修的成功例證。然而，目前大多數大學中的

音樂教育科系還未開設地方音樂文化課程，使目前

在職或未來的音樂老師在學期間沒有機會學習到鄉

土音樂的概念，自然不易傳遞鄉土音樂。因此，從

師資培育時期著手，讓本土音樂課程成為必修課

程，才能為本土音樂文化教育儲備專業的師資。

三、音樂教師應推動並參與校內外的鄉土音樂文化活動

校園中若能定期舉辦「每週一歌」、「每週

一曲」、「鄉土藝術節」、「鄉土音樂活動週」、

「鄉土藝術教育培訓」等活動，讓全校師生在參與

和演練之下，建立對鄉土文化的情感與回憶。各級

政府單位則可以「傳承本土音樂文化」為主題，

舉辦「鄉土音樂藝術展演比賽」或獎勵富有特色的

「鄉土音樂課」，讓致力於地方特色音樂文化推廣

的學校與教師得到肯定，並能吸引更多教師積極參

與。

東西方樂器合奏的演出。（崔學榮攝）福州倉山第一小學的民族音樂會。（崔學榮攝）小學音樂表演也趕上奧運熱，圖為學生圍坐成五圈吹奏葫蘆絲，每一個圓圈代表

奧運五環中的一色。（崔學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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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集體吹奏排簫。（崔學榮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