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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音乐都是高校美育
的重要载体，而语言音乐学是
语言学和音乐学融合的交叉学
科，扬州大学音乐学院近几年
十分注重语言音乐学的应用和
推广，开辟了高校美育的新路
径。

何为语言音乐学

语言音乐学，是指借鉴现
代语言学、音乐学方法，从唱
词语音切入，主要应用于全人
类不同语言声乐作品的学习、
教研与审美的方法。扬州大学
音乐学院近年引进语言音乐学
教学方法，以中央音乐学院出
版社出版的 《语言音乐学基
础》 为主要教材，运用“双音
唱谱”，即唱词国际音标记录
的语音，与旋律音高相结合的
形式，帮助学生准确记录无法
用汉语拼音记写的唱词语音，
了解我国和世界语言的宏观现
状，架起学习非普通话声乐作
品的桥梁，引领学生体验各类
作品语音美、旋律美和意蕴
美。

赋能音乐新的审
美生命力

语言是歌唱的声音载体。
歌唱的整体美感呈现，是个体
内在的语感、乐感、对作品人
文精神的理解，与外在歌唱表
演技法的协调综合。选择以怎
样的音色、语气、情感来演
唱，就会产生相应的审美效
果。传统民歌、地方戏曲、说
唱等诸多经典民族声乐作品，
因多元语言的门槛而在以往的
高校音乐课堂难以涉猎，对
此，我们本着立足母语、充分
拓展不同语言特色的教学原
则，每学期之初，先对学生的
语言能力进行摸底调查，甄选
出精练曲目，再逐步引入其他
语言作品，从不同的语音对比
中，引导学生聚焦多元语音美
和文化美，掌握歌唱审美与学
习方法，提升学生兴趣和学习
获得感。

涵育方言声乐作品之美。
考虑到我院学生主要来自苏、
鲁、湘、鄂、皖、冀、贵等诸
多省市地区，为了让学生体验
丰富的地域文化，我们选择教
学曲目时，从传统课堂以普通
话唱词为主的歌唱审美，转向
多元语言和地域风格的艺术审
美。

在百年校园的梧桐树下哼
唱扬州民歌，是许多扬大学子
的心愿。为此，我们带领学生
参观扬州风景名胜，奔赴“中
国民歌之乡”邵伯、高邮等地
采风，实地观摩“栽秧号子”
的歌队表演与讲解。教唱 《拔
根芦柴花》 等扬州民歌时，运
用语言音乐学方法，展现江淮
官话特色。学生们在作品的方
言风味、劳动韵律、领唱和齐
唱表演互动中，融入对扬州文
化的集体记忆，通过课堂展演
和音乐会直播等形式，与校园
师生及不同行业、层面的观众
形成美育互动。

除扬州民歌外，我们还组
织学生学习其他方言声乐作
品，如苏州评弹 《蝶恋花·答
李淑一》、粤语歌曲 《上海
滩》、京歌 《梨花颂》 等，从
中国民歌、地方戏曲语言的声
母、韵母、声调把握中，体会
唱词与旋律水乳交融的音乐
美、语言美，增强音乐鉴赏与
表演能力。

涵育少数民族声乐作品之
美。少数民族民歌是中华民族
智慧的结晶和多元音乐文化的
宝库。我们经过多年实践发
现，通过本民族母语作品的学
习，强化和延伸每一个学生的
个性表演风格，是非常好的途
径。我们将少数民族歌曲教习
纳入课程，从少数民族学生熟
悉的家乡民歌入手挑选曲目，
学生能迅速掌握歌唱语言要
点。

为丰富教学内容，我们先
后赴云南、贵州、海南、新疆
等地采风，获得了丰富翔实的
少数民族民歌一手材料，并申
请获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
年项目和校级教改课题，将语
言音乐学科研成果直接引入音
乐课堂，通过教授苗族 《飞
歌》、傈僳族 《赶猪调》、彝族

《阿依芝芝姑娘》、哈萨克族
《玛依拉》 等作品，使学生感
受少数民族歌曲的语言美、唱

腔美和舞姿美，体验绚烂多姿
的少数民族文化风情，提升了
学生探索少数民族歌曲的兴趣
和演唱能力。

涵育外国语言声乐作品之
美。在多元世界民族音乐学习
层面，语言音乐学的方法，可
以让学生从原来被动模糊的语
音模仿，转向主动精准的国际
音标记写与发音。为此我们挑
选不同语系背景下的世界经典
民歌，如印欧语系、阿尔泰语
系等歌曲，让学生清晰感受日
语 《樱花》 的高低声调、韩语

《阿里郎》 的闪音、意大利语
《小嘴》 的舌颤音、英语 《斯
卡布罗集市》 和德语 《威尼斯
船歌》 的清浊音在歌唱中的美
感传递，提升运用语言音乐学
的专业自信和学习动力，演唱
时配以当地自然人文图片，充
分领略作品蕴含的文化美，使
心灵乘着歌声的翅膀飞向诗和
远方。

如何助益高校美育

语言音乐学方法的引入，
让学生突破语言屏障，准确领
会来自不同地域、民族、国家
语言歌曲的魅力，将作品语言
美、旋律美、文化美，内化为
心灵美和人格美，提升了音乐
文化素养和道德涵养，有效拓
展了大学生音乐人文素养，有
力助益了高校美育。

一是有助于培养高校学生
的文化主体意识。语言音乐学
的课堂教学选曲因材施教，充
分尊重学生潜在语言个性与优
势，鼓励其对家乡传统声乐作
品的采风学习和演唱展示，树
立了学生的文化主体意识，增
强了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拓
展了美育空间。

二是有助于提升高校教师
的美育创新能力。语言音乐学
赋予教师广阔的美育教研创新
实践空间，可通过音乐课堂教
学、作品展演、课题研究等多
种形式，提升其理论与实践相
融合的美育创新力。

三是有助于创造积极多元
的高校美育氛围。语言音乐学
能充分挖掘和调动高校各地域
各民族和外籍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丰富高校美育形式、内容
与传播载体。

（作者系中央音乐学院博
士、扬州大学硕导。本文系扬
州大学教改课题《语言音乐学
方法在高校民族声乐教学中的
运 用 研 究 》 [YZUJX2018-
25B]、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
青年项目《语言音乐学视域下
的 云 南 少 数 民 族 民 歌 “ 腔
形 态 ” 研 究》 [17CD190]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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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外国语
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该校把健体教育作为推进素质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推
进“人人都有一项健体专长”
的健体工程，在挖掘特色健体
内容的基础上，创新多元健体
形式，构建了“一级一品”的
健体教育实践样态，坚持做到
健体项目面向人人，健体内容
吸引人人，健体评价关注人
人，健体成果福泽人人。

“一级一品”中的“一级”，
指的是学校的九个年级。“一级
一品”中的“一品”，指的是特色
健体项目。“一级一品”即每个

年级都有一项或一类特色健体项
目，且以之为切入点和抓手，打造
各个年级的健体特色品牌，将灵
活性与统一性有机结合，形成学
校特色健体样态。

结合不同年级学生身心发展
特点，学校为各年级学生量身定
制一项特色健体项目，一至九年
级的健体项目分别为：我型我
秀、智趣跳绳、韵动青春、动感
篮球、男足女舞、幸福奔跑、飞
鸿武术、力争上游、素质全能。

学校开展的“一级一品”健
体活动，一方面，确保健体活动
有层次、有梯度、全覆盖地推
进，从偏重健体趣味性、基础性、
多样性的低年级，到注重健体过
程中的适应力、意志力、团结力的
高年级，循序渐进，拾级而上；另

一方面，突出健体活动的育人价
值，以促进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
为中心，在促进健体内容整合的
同时，不忘把德、智、美、劳融入到
健体教育中，实现五育并举，综合
育人。

根据“一级一品”健体目标
和内容，学校在开足开齐开好国
家课程的基础上，构建了科学合
理的健体课程。健体课程由基础
类和特色类两部分组成。其中，
基础类课程以国家课程为主，体
现了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包
括体育健康、智趣跳绳、田径、
游泳、足球、篮球、羽毛球、乒
乓球、排球、网球等；特色类课
程则是在基础类课程实施的基础
上，结合地方、学校实际情况开
设的特色校本课程，包括男足女

舞、男拳女剑、飞鸿武术、活力
课间操、韵律操等。

打造“融入课堂”是实施
“一级一品”的重要策略。学校
积极打造“融入课堂”，致力于

“融入课程，融入学生”。“融入
课程”凸显了国家、地方、校本
课程的多元渗透，丰富了“一级
一品”的内容和形式；“融入学
生”凸显了学生的主体性，体现
了面向人人、因材施教的教学特
色。通过创设游戏情境、生活情
境、美学情境等多元情境，“一
级一品”健体内容得以更好地落
地。以飞鸿武术健体项目为例，
教师教学过程中模仿一个个生活
场景，如正当防卫、保护他人
等，实现了武术教学生活化，武
术教育指向学生的生活实际；与

此同时，在武术练习和表演过程
中，融入音乐元素，学生伴着音
乐节奏进行武术表演，实现了音
乐与运动的完美结合。

搭建活动平台是实施“一级
一品”的有效助推。学校在每学
年都要举行一次体艺节，从体育
馆到游泳池，从艺术楼到表演舞
台，从大操场到架空层，全校学
生沉浸在各种体艺活动中，体艺
节要求各个年级全员参与，每个
年级的健体特色在体艺节舞台上
得以彰显。除此之外，不定期的
体育赛事、综合活动，在让学生
们通过健体收获自我、实现自我
的同时，也成为实施“一级一
品”的有效助推。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佛山市
南海外国语学校）

佛山市南海外国语学校：

“一级一品”构建人人健体新样态
李西鹏

播撒美育的种子播撒美育的种子
——湖南省沅江市兼职音乐教师培训记

本报记者 李伦娥 李小伟 通讯员 唐嘉莉

特别关注

31 名教授、中小学名师、博士、硕士聚在
一起，自觉自愿地走进湖南省沅江市，用整整一
年时间，试图将乡村学校的语数外及其他学科教
师，培养、培训成合格的音乐教师。

这个团队，就是湖南师范大学美育发展与研
究中心教授郭声健与他热爱音乐教育的伙伴和学
生们。

初夏滂沱的大雨中，记者与参加培训的十几
名教师进行深入交流，并专程赴沅江观看了学员
教师的汇报演出，与师生们进行了多次交谈，深
深感到——这是一个有爱的团队，正做着一项有
意义的公益事业，49 名兼职教师“痛并快乐地
成长着”，农村音乐教师培训有了新模式。

沅江市是湖南省的一个县
级市，现有 6 万多名中小学生。

“ 虽 然 有 音 乐 课 ，但 常 常 被 挤
占。”今年 4 月，记者在沅江市采
访时，有教师反映，“当然，更多
的原因是缺少专职音乐教师。”

郭声健说，30 多年前他曾
在农村中小学工作，这些年又
无数次到农村中小学调研，“我
看到，在广大农村薄弱学校，
还有很多学生根本没上过音乐
美术课，只能眼巴巴地羡慕其
他的同龄人。我们能不能拿出
一点精力及少许的投入来为这
些乡村学生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呢？”郭声健一直在思考。他
说，不能忍受乡村学生带着艺
术与审美的缺失和强烈的自卑

走向大学、走向城市、走向社
会，“所以我想，能否组织一批
专家，用较短的时间，将语数
外教师培养成能上音乐课的兼
职音乐教师”。

郭声健是学校美育的受益
者。40 多年前在乡村中小学就
读的他，就是因为有一位李老
师教他学音乐，在他幼小的心
灵里播下了音乐的种子，让第
一学历只是中师的他，成长为
高校的二级教授、全国知名音
乐教育专家，甚至成了全国高
校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为乡村学生做一点儿实
事。”沅江市教育局局长段学
文 ， 跟 郭 声 健 有 着 同 样 的 情

怀。2020 年 1 月 20 日，天气极
冷，郭声健第三次到沅江市教
育局，段学文专门在教育局等
着他。“能请到那么多名师，并
且是公益性教学。”这让段学文
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要问我 2020 年最想做什
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做公
益，教学生学唱歌。这不是一时
冲动，是基于我这几年参与公益
活动所积聚的那份思考与情怀
而做出的慎重决定。”郭声健在
自己的个人公众号上写道，“它
将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看重、最用
心、最投入的一件事情。”

刘斯南，湖南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青年教师，当年郭声健带
出的第一届本科生，也加入了团

队。“我看他深夜还在发公众号
文章，就发微信让他注意身体，
他第一句话是好，第二句话就
是：跟我到沅江去吧。”刘斯南回
忆道。

“ 跟 郭 老 师 不 熟 ， 是 微
友。”长沙市枫树山南屏锦源学
校副校长柳代娅，是郭声健当
评委时认识的“学生”。“上课
像打了鸡血一样，又擅长口风
琴，正是农村学校需要的。”郭
声健喜不自禁地发信息给她，
柳代娅就来了。

“也是在微信上沟通，我二话
没说就答应来了。”湘潭市雨湖区
音乐名师许欢，之前曾在农村学校
支教过，农村学校孩子们对音乐课
的渴望，她有切身体会。

“这也是我们想做的。”湖
南第一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副院长杨丹，从美国访学归来
没多久，便毫不犹豫地加入了
团队。衡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副院长陈瑾、湖南工业大学音
乐学院副院长殷瑛、湖南师范
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陈刚、湖
南文艺出版社教材编辑部主任
孙红成、长沙市一中合唱指挥
名师魏伟国、株洲市教科院音
乐教研员程方、江西赣南师大
副教授罗红艳、湖南师大博士
生吴小俐、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海归博士刘婧⋯⋯为着一个共
同的目标，来自湖南省内外的
31 名音乐教授、名师、博士、
硕士聚在了一起。

缘起——农村薄弱校，也要开齐开足音乐课

2020 年 5 月 20 日，沅江市
新建的南洞庭实验学校，来自
全市48所乡村学校的49名语数
外及物理、科学、历史、地理
等全学科的教师，开始了音乐
培训之旅。他们当中年龄最大
的 58 岁，除极个别有基础外，
几乎全是“音乐小白”。

“好多人是被迫来的。”沅
江市教育局教师工作股股长韩
正强说，原计划招收 50 人，但
只报上来 40 人，最后也只凑到
了 49 人。“音乐教师培训？我又
不上这门课，况且还要搞一年，
我不干。”这几乎是所有前来学

习教师的心态，还有的则担心自
己无基础，“唱歌跑调，连简谱都
不识”，怕完不成任务。

“和其他培训一样，一开始
我只想拿到学分。”南嘴镇中心
小学的教师余美在培训心得中
写道。

“每个月我要换4次课，上一
次课来回一趟车程要4个小时。”南
大膳镇学校坪小学教师龚洁说。

“抗拒—反抗—适应—喜
欢。”柳代娅这样形容学员们的
变化。

这个变化是慢慢形成的。
首先，授课教师的敬业精神感动

了大家。暑期整整 10 天，郭声
健天天都坚持上课。教竖笛的
高丽萍，在长沙市田家炳实验中
学任教，本就有繁重的教学任
务，那天教了一整天的课，还带
病坚持上课，晚上连饭都没吃就
赶回长沙了。那天的学员日记
里，不止一个人写到这一幕。

其次，授课教师的教学形
式生动有趣。“每次上课都激情
满满。一上午不知不觉就过去
了，真想还继续接着上。”新湾镇
中心小学教师舒靖静回想起杨
丹老师的节奏课就兴奋不已，

“一首简单的歌曲还能加入拍

手、跺脚、捻指这些肢体动作，原
来节奏可以这么玩。”

为了课堂“生动有趣”，为
了让大家在较短时间内“蜕变
成音乐教师”，郭声健和教学团
队绞尽脑汁，仅教学计划、课
程安排，就线上线下地商讨了
无数次。如舞蹈课，导师们在
课程设计时，就将学习内容选
定 为 简 单 、 易 学 、 动 感 的 舞
蹈，如 《你笑起来真好看》 这
种 带 动 整 个 身 体 的 课 间 操 舞
蹈，既有利于长期久坐的教师
们活动身体，又方便他们将所
学舞蹈教给学生。

“陶笛还没学精，竖笛又来
了。此刻内心纵使有一千个、一
万个拒绝，但还是会不厌其烦一
遍又一遍练习。为了让手指变
得更灵活，音吹得稳，这一吹便
是几个小时，吹到抽筋已成为常
事。不过，只要一想到对孩子们
所承诺的要让音乐带给他们快
乐，那种想要放弃的想法便被扼
杀在摇篮里。”南大膳镇中心小
学教师田茂平这样记叙。

⋯⋯
所有的学员们都感慨：难，

太难了；累，太累了；开心，确实
太开心了；值，太值得了。

行动——从抗拒到喜欢，“音乐小白”蜕变了

2021 年 4 月 19 日，5 名从
没 上 过 音 乐 课 的 教 师 —— 郭
孜 、 舒 靖 静 、 肖 楚 洁 、 杨 叶
俊、朱世宏，面对来自全市甚
至长沙、北京的校长专家、音
乐教师们，每人上了一堂漂亮
的音乐公开课。“太出乎意料，
上完后大家都哭了。”事实上，
几位教师对应的指导老师孙红
成、杨丹、程方、陈瑾、柳代
娅，也都眼眶发红，几乎每对
师徒的磨课，都不下10次。

如果仅仅只是公开课，还

不 足 以 说 明 全 体 教 师 学 员 的
“激情澎拜”，关键是当晚，所
有 49 名学员，自编自导自演了
一 台 音 乐 会 ， 整 整 两 个 半 小
时，14 个节目，40 多个曲目，
每个节目都是全体上台，包括
怀有身孕的高婧老师。

“给我们带来了一堂高雅的
音乐盛典。”一直关心关注这次
培训，并给予大力支持的段学
文，全程看完晚会后高度评价
教师们的表演，“大家收获的不
仅是新的技能，提升了教学水

平，更多的是在郭声健团队带
动下，增进了敬业奉献、精益
求精、教书育人的教育情怀。”

“这 49 位老师就是 49 台美育播
种机，将会对推进我们沅江的
乡村学校美育的普及和发展产
生积极影响。”他说。

“以一颗温暖包容的心去对
待每位同学，改变我在他们心中

‘母老虎’的形象。”凌云塔学校
教师汤璇璇，联想到自己平常的
教学——易怒，嗓门大，立志要
改变，“以后在教学中，我要学着

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设想可以尝试用音乐去

改变他们。给他们几个单独设
立一个学习目标，达到目标后我
奖励一支竖笛，完成下一个目标
后奖励学吹一首乐曲。”团山学
校教师周妮计划通过这种方式，
去面对班上缺乏自信的学生。

“学生从一开始的扭扭捏
捏，到现在的大方、自信地进行
自我展示，班级里的气氛开始充
满活力。”白沙学校教师易静在
教学过程与班级管理中找到了

方向。
“学习固然要抓，但素质教

育的理念不能丢。孩子们的美
好童年需要音乐课，需要美术
课，需要体育课。”阳罗洲镇普
丰学校刘落老师希望，“几十年
后，孩子们回忆童年的时候，
如果还记得 《每当我走过老师
窗前》 这首歌，还记得我不那
么完美但诚意十足的音乐课，
他们是笑着的。”

郭声健说：“这是我们最希
望看到的。”

收获——把素质教育理念带到各学科教学中

一线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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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训班结业汇报会上在培训班结业汇报会上，，舒靖静老师在上音乐课舒靖静老师在上音乐课。。 盛拥军盛拥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