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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音乐学是通过实地调查法来研究一切具有共同文化、地域的民族音乐特征的学科,它跳出了音乐本身的局限性,影响着诸多音乐

学科。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高等美声教育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注重美声教育中,学生对作品及美声中所蕴藏的文化意义,二是鼓励美声学

者田野调查,拓展学生视野,了解美声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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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新兴的音乐学科,它的形成已经受到了诸多音乐

界学科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一学科在国内的发展狂潮,它在我国的音乐界

内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在当今,我国的高等美声教育中,虽有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教学中,

高校的绝大部分美声学者,往往不知道某首曲目所蕴藏的文化背景,只是

盲目的去演唱。其次,在我国美声教育中,学生往往只知道学学校里的东西,

却不知道走出校园,走进田野、走入世界各地去学习美声。 

那么,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到底与其它音乐学科有没

有影响？今天,我们探讨一下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高等美声教育与它有什

么联系？ 

1 民族音乐学与美声教育的联系 

1.1民族音乐学 

“民族音乐学就是在文化背景下研究音乐的一门学科,民族音乐学

研究范围也较大,且跳出了音乐本身的局限性,强调文化社会背景的影

响。同时,它也是一门通过实地调查法研究一切具有共同地域、语言、

经济、文化认同的种族和民族音乐特征和规律的学科,调查的范围是全

世界各个地区。” 

1.2民族音乐学在美声教育中的影响 

(1)民族音乐学在文化中对美声的影响。文化相对论是民族音乐学的

文化研究方法,美声是一种艺术文化,运用文化相对论、文化精神来研究美

声教育中的问题。 

在我国当今的美声教育中,我们应注重培养学生学习歌曲中的文化精

神、背景,增强学生对作品的了解,对声乐这一艺术文化加强认知。例如,

我们在学习一首草原歌曲《鸿雁》,运用美声唱法演唱,我们首先对这首歌

曲的文化背景进行了解,理解创作这首作品中,鸿雁所寓意的文化,在全面

认知这首歌的文化背景后,在演唱中,更加能够演唱好这首歌曲的意境,使

听者能够听出这首作品的文化精神和背景。假如,我们不去了解歌曲文化

背景及文化精神,而是盲目的去学习歌曲,那么,便失去了这首作品的真正

文化意义。 

(2)民族音乐学在田野调查中对美声教育的影响。“美声唱法起源于意

大利,原文Bel Canto,意大利语为精美的歌唱之意。1919年,美声传入到中

国,将美声带入学校,走上舞台。” 

田野调查是民族音乐学获得研究材料来源的基本方式。主要研究全世

界各地的音乐。 

首先,民族音乐学在音乐学科界内与其它音乐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

与美声教育更是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能推动美声教育在我国的发

展。其次,我们应该让美声学者走出校园,去田野中、世界各地,扩大学习

的视野,获得各地美声教育的资料来源,让学生更全面的学习好美声唱法。 

例如,我们学习一首意大利美声曲目《我的太阳》,运用民族音乐学的

调查方法,去国内各地访问这首歌的内容及其演唱中需注意的方法技巧,

也可去国外各地调查,分析它的演唱方法以及蕴藏的含义,和创作的背景,

使我们美声学者能够更好的演唱好外国歌。 

2 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高等美声教育的优势 

2.1加强美声学者对文化的认知 

在我国高校的美声教育中,学生从不知道自己演唱歌曲中的文化背

景。在教育中,老师通过让学生对自己演唱的作品的文化背景加之了解,

让学生懂得自己所演唱的作品中蕴藏的文化,使学生更能够唱出某首歌曲

的意境、蕴藏的文化含义。 

2.2拓宽美声学者的学习视野 

美声学者通过到田野、世界各地调查美声演唱的歌唱家,通过田野调

查中的交流与探讨,让学生的学习范围不仅仅在学校中,而是全国各地、世

界各地。让学生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使得学生能够学到真正属于自己的

美声。 

3 在民族音乐学视野中高等美声教育的设想 

美声教育现如今在我国的音乐界已经影响深远,但对于目前高等美声

教育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有一些存在的问题,结合民族音乐学的优势对此

有以下几点想法：①我国现阶段的高等美声教育中,大部分学生注重于西

方作品,以追求西方的美声教育。我们应该借鉴吸收西方美声唱法的知识,

运用美声唱法唱好自己本民族的歌,注重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力量,是颇

为重要的。②现在高等院校中的美声教育,学生只知道在学校学习。应加

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田野调查能力,学习社会各地的美声,推展视野。

③部分美声学者对作品的文化理解不深,加强学生对作品的分析,对作品

的文化、语言的的理解加深。 

综上所述,美声本身就是一种音乐艺术文化,是一种现实中存在的非

物质文化,等待着学者的探索与发现。培养出诸多的学者,反映了一个特定

的文化环境中所流传的艺术文化内涵。因此,在美声教育中,应运用美声这

一艺术文化,来实现它在我国声乐艺术中所包含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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