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2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19 年 12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2 

Education research 

印度传统音乐教育模式对我国音乐教育的影响 
 
丁一凡 
南通大学 
DOI:10.32629/er.v2i12.2269 
 
[摘  要] 印度音乐旋律跌宕起伏,节奏错综复杂,音乐内容十分丰富,给人以很强的画面感,历史悠久,流传至今深受各个国家音乐人的喜爱。印度

音乐能引起如此广泛的音乐共鸣,和印度的音乐教育是紧密联系的,而其本身附带的民族精神,也充分展现了印度人民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和作为

局内人的自豪感。本文先概述印度音乐在印度的地位、印度音乐的教育模式及印度音乐的特点；到了解我国音乐教育的现状,分析目前存在的

问题；最后总结印度传统音乐教育模式对我国音乐教育的启发和影响,从而促进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 

[关键词] 印度音乐教育；我国音乐教育；教育模式 

 

印度音乐是一种根植于文化的艺术,其中蕴含着印度的历史以及人文

思想,使它在发展中并不会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印度音乐始终以发扬本土

的民族文化为 主要的任务,其多彩的民族性在印度音乐中,也体现得淋

漓尽致。这种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精神是我国音乐发展过程中所不具备

的特质,因此,研究印度音乐教育对我国音乐教育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可以发现印度音乐教育模式中闪光的地方结合我国音乐教育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进而借鉴印度音乐教育模式,完善我国音乐教育模式,从而促

进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 

1 印度音乐教育概况 

1.1音乐在印度的地位 

印度被称为“音乐古国”,音乐是社会文化、交流的中心。所以音乐

在印度具有较高的地位,而从事音乐教育的人地位也变得神圣而崇高。在

印度学生对音乐教师的尊重程度高于任何一个国家,而正是因为印度人民

的这种对音乐的重视程度,使得印度音乐得以在世界上发扬光大。在印度

人民的观念里,印度音乐与印度的宗教信仰紧密相连,他们认为音乐是神

明创造的,是至高无上的。在教堂,牧师的诵经声常常伴着音乐声,两种声

音融合于一体,能够使印度人民沉迷其中。由此可见,印度民众的生活离不

开音乐,音乐不仅丰富了印度民众的业余生活,同时鼓舞了印度人民的精

神,音乐在印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2印度的音乐教育模式 

印度人民爱好音乐、尊重音乐,音乐已经完全融于他们的日常生活,

如此好的音乐素养绝不是一朝一夕就促成的,这是需要长期环境熏陶和良

好的音乐教育。印度音乐教育自成体系,具有极强的民族特色。在教学体

系中,音乐教育的手段与方法依旧是“口传心授”,老师通过自己的言传身

教,对学生进行音乐教育。学生对老师教学的内容进行模仿、分析,需要全

神贯注来感受其音乐的丰富内涵,这样对于提高学生的注意力、模仿力有

很大的帮助；教学内容也多是本民族特有的乐器,声乐等等。通常都是在

课堂上,有乐手们演奏,然后老师和学生在一个还能轻松的环境下学习,学

生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进入到音乐里,是一个非常轻松自在的音乐

学习氛围。长此以往,经过长时间的沉淀,通过对音乐的聆听、感受、听记、

模仿、潜移默化中学生的音乐素养得到提高。在印度音乐课堂上,老师和

学生也没有课桌椅的约束,席地而坐,更是对身体和灵魂的解放,一切都是

那么自由,也正因如此,印度音乐才表现得如此欢快轻松。 

1.3印度的音乐教育的民族化 

印度的音乐教育主要以民族传统音乐、乐器为主。印度非常的注重本

国的传统艺术,在音乐教育方面,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有学者指出“印度

的音乐之所以富有魅力,吸引了世界各国众多的听众和爱好者,就是因为

其始终保持了自身的民族特色。因此,印度音乐教育主要目标是培养从事

民族音乐事业的人才。”在专业的音乐院校,音乐课程的设置都倾向于印度

民族音乐。比如新德里音乐艺术大学,它并不设置声乐,国外器乐,音乐学

和古典舞蹈四个学科；比如国际大学艺术院所传授的全部都是民族音乐。

正是由于印度音乐教育强调民族化,所以从事这方面的音乐创作人员,

都能够熟练的掌握民族音乐基础知识和各种名族乐器,创作出来的作品

也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在印度社会可以得到广泛的推广。所以,印度音

乐流传至今都有其浓厚的民族色彩,这与印度音乐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息

息相关的。 

2 我国传统音乐教育的特征 

音乐教育刚刚兴起之时,得到了教育界广泛的认可,专家学者们希望

通过音乐教育来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将音乐教育编写入教学大纲。然而

在施行的过程中,音乐教育由于刚兴起不久,全国实行了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而对音乐教育体系并没有深层次地研究,从而导致我国的教育模式多

套用西方的音乐教育体系,这无疑不完全适合我国国情, 大的弊端就是

导致中国的传统音乐无法得到继承和发展,因此我国传统音乐教育仍处于

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 

2.1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 

在义务教育背景下,学校对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显然不足,学校、老师

以及学生家长对于音乐教育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认为是副课,在学校

还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为主,这就导致音乐教育难以发挥其教育功能,

音乐教育只流于形式。在此现状下,学生也不能用一个很积极的态度来对

待音乐课,所以多在音乐课上完成其他学科的作业,或认为音乐课就应该

看看电影,听听音乐,忽视了音乐课的教育职能。这是在义务教育背景中普

遍存在的现象,音乐教育从小学开始就没有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日后的发

展也是不容乐观的。 

2.2音乐体系的设置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音乐教育方面没有创建出自己特有的体系,在

教科内容和教材上,多借用西方音乐教育的通用教材,没有突出本民族音

乐的主体地位。在高校开设的音乐课程中,多为乐理、和声、曲式分析、

西方音乐史等等,在学生所接触的音乐课程中,西方音乐先入为主。这在一

定程度上,忽视了我国民族音乐的重要性,从而给学生树立一种“西主东

次”的学习观念。长此以往下去,我国的音乐教育就无法建立有自身民族

文化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缺失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文化产业,缺乏一

个向世界传播中国音乐文化的基础,从而导致音乐教育体制中民族文化的

缺失。 

2.3民族传统文化的缺失 



教育研究 
第 2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19 年 12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3 

Education research 

在教育全球化发展的大环境下,我国音乐教育的理想与音乐价值,被

西方音乐体制和现代化的音乐价值所侵蚀。这种文化侵蚀给我国青少年进

行了错误的社会化教育。很多学生,甚至老师,都存在一种错误的思想,即

西方音乐先进,非西方的其他音乐都是落后的音乐。他们会认为歌剧是高大

上,而民歌相当低俗,在主观程度上去否认民族音乐,否认本民族文化。这样

的想法实然可悲,也对我国民族传统音乐产生了极大的障碍,无法得到多

维度的多元化的发展。我们应该树立文化自信,以弘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

为己任,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音乐。 

3 印度传统音乐教育模式对我国音乐教育的影响 

随着音乐人类学的发展,多元文化的概念慢慢进入大众的视野,世

界各国的音乐也逐渐走向交流的舞台。笔者有幸参加世界民族音乐学会

第六届年会,在年会期间,聆听了多场关于各国音乐的讲座,打开了笔者

的世界民族音乐大门,对世界各国的民族音乐都有了些许了解。而更深

层次的是对我国的音乐教育也有了些自己浅薄的想法,同样生活在世界

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音乐在世

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借鉴印度音乐教育模式,改进中国音乐教育中存

在的些许问题,在保留中国民族特色、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促进我

国音乐教育的发展。 

3.1加强对音乐教育的重视 

印度音乐教育之所以如此成功,与其国家、政府甚至人民的重视程度

是有绝对的关系的。我国应学习借鉴印度音乐教学中有效的教学理念以及

教学模式,结合当前中国的音乐教育的国情,建立一套具有我国民族特色

的音乐体系。当然,这离不开国家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与鼓励,政府应加大

对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树立“以人为本,重视发展”的音乐教育理念。有

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后,下级机关可以更好地展开重视音乐的教育工作,再

到学校、老师,重新树立起对音乐教育的态度,加强他们的重视。这样对于

学校甚至社会音乐教育的落实与发展,都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3.2加强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印度音乐会如此引人入胜,一方面是它融合了很多生活的元素,使音

乐生活化,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始终保持着自己本民族音乐的特色。印度的

音乐教育主要在于对印度传统音乐的保护和传承,使印度音乐发展至今仍

保留传统音乐的特色。中国也需要树立音乐传承和发展理念,加强对民族

音乐文化的传承。我国可以将民族音乐文化的内容编入教材之内,让学生

可以更早地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熏陶,学习带有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并承

担传承的重任,培养其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感。民族

音乐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无论经过多少年的发展和变迁,民族音乐文化都

不应被丢弃,所以将其发扬光大的重任应该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3.3注重多元化的音乐教育 

在加强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我国音乐也应该注重多元化的音乐教

育。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化和语音的多样性,造就了

我们独特的音乐文化。从多元文化的维度来看,我国音乐教育首先要强化

学校和社会的作用,需要对推进学校的教育改革,包括课程,教材的多元化

结合、教学风格的改变、以及学校社会对世界多元化音乐教育的积极支持,

对音乐教育方向的重新定位；接着是注重内容和知识的构建,包括对西方

音乐、我国各民族传统音乐进行有机的结合； 后要用包容的眼光去看待

世界音乐文化,任何一种音乐文化的产生都一定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有

一定的存在意义,所以消除以音乐价值来判断音乐文化的高低和优劣。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印度音乐教育为我国音乐教育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启发,

它使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发展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性,弘扬民族音乐

文化,学习本土的音乐,是我们音乐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我

国音乐教育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中国的音乐教育在坚持保留自己民

族音乐文化的同时,可以吸收印度甚至其他国家一些优秀的教育观点,

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以便于更好地融入到世界多元

文化的热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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