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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音乐学堂乐歌鉴赏教学研究

张石磊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福建福州

摘要：在高中音乐课堂中开展学堂乐歌鉴赏教学，首先，教师要从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的角度分析学

堂乐歌的价值，使学生认识到学堂乐歌鉴赏教学的重要性。其次，教师要做好教学准备工作，如详细分析学堂乐

歌的教材内容、设计教学思路、分析教学对象的学情状况、搜集音视频资料等。最后，合理开展教学实践，实施

学堂乐歌的鉴赏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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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中国知网文献和相关书籍资料发现，关于

学堂乐歌的内容均为学堂乐歌的产生背景、发展历

程、代表人物作品、对音乐教育的影响和产生的社

会作用等方面的论述，尚未出现在高中音乐教学中

对学堂乐歌鉴赏教学的研究内容。因此，列举具有

代表性的音乐家和乐歌作品，围绕高中音乐课堂对

学堂乐歌的鉴赏教学展开论述，通过有效、科学的

教学手段开展教学，旨在提高中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

与审美感知能力。

1 高中音乐学堂乐歌鉴赏的教学价值
1.1 历史价值

学堂乐歌运动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音乐教育

的发展，为近现代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在学堂乐歌出现以

前，我国广泛运用旧私塾的教育形式，旧私塾并未开

设音乐课，我国近代音乐文化仍局限于传统音乐教育。

1902 年，清政府为了进行教育改革，颁布了史称“壬

寅学制”的《钦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

一个由国家正式颁布的规定学校学制系统的文件，但

并未设置音乐课，仅在部分地方开设音乐课程。1904

年，清政府又颁布并实施了《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

卯学制”，这是清政府颁布的正式在全国实行的第一

个完整的近代学校教育体系，标志着封建传统音乐教

育的瓦解。该章程仅在《学务纲要》中提及音乐教育，

也未设置音乐课程。但不可否认的是，在 1898 年维

新派发起维新运动以后十余年间，康有为、梁启超、

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等人认识到音乐教育对思想

启蒙和社会改革均有着重要的作用，开始提倡在新式

学堂设立“乐歌课”，由此产生了学堂乐歌运动，并

深刻影响了政府相关政策。1907 年，清政府学部正

式颁布了《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学部奏定女

子师范学堂章程》，其中，明文规定了女子学堂应开

设音乐课，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正式将音乐

课列入学堂课程。1909 年，全国中小学堂正式设立

音乐课。随着 20 世纪初学堂乐歌运动不断扩大，大

批海外留学的音乐家回国并投入近代中国音乐教育事

业，他们带来西方的音乐教育模式和音乐科学知识，

开启了国民音乐教育的先河，对推动建立我国最早的

专业音乐院校和培育师资队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

中，以沈心工、李叔同和曾志忞的贡献最具代表性。

1.2 艺术价值

学堂乐歌是一种依曲填词的艺术形式，具有独

特的艺术价值。大多数的学堂乐歌选用外国现有的曲

调作曲，然后经过音乐家重新填入歌词而成为学堂乐

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中西音乐文化相融合的特点，

也有少量根据我国古曲填词或音乐家创作的乐歌，解

决了当时中小学音乐课无歌可唱和唱什么歌曲的问

题。学堂乐歌的选曲音域不广、篇幅不大，旋律优美

动听、流畅上口，甚至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在学堂

乐歌的歌词内容上，大多题材与军事有关，为宣扬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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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强兵和抵御外侮的爱国精神，歌曲具有较强的号召

力。同时，也有歌唱文明生活、歌唱情感、歌唱新观点、

批判落后传统等内容。词曲结合一般很贴切，以一字

一音居多，不加花饰，非常有利于推广传唱。以《男

儿第一志气高》（又名《体操—兵操》）为例，这是中

国第一首用白话文作词的学堂乐歌，采用现成的曲调

填词，歌词内容重在教化，鼓励男儿强身健体、建功

报国，以做兵队操的口吻映射出作者对男儿应早立志

保家卫国的号召。

1.3 社会价值

学堂乐歌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思想启蒙和新

音乐发端两个方面。

第一，学堂乐歌以新思想启蒙了一代中国人。

大多数学堂乐歌均以不同的角度宣扬富国强兵、抵御

外侮和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在辛亥革命以后也开始

出现歌颂推翻封建专制、解放新思想、提倡男女平等、

歌唱生活自然等内容的乐歌。因此，学堂乐歌运动在

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国民的士气，更促进了中国民众思

想觉醒。

第二，学堂乐歌是我国近代音乐发展的开端。学

堂乐歌活动的出现使得西方音乐文化在中国广泛流传

开来，人们开始接触到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五

线谱和简谱代替了传统的记谱方式。同时，也产生了

各种各样的歌唱形式，如大小合唱、二部合唱、多部

合唱、多种重唱均得到普及与发展，这些集体表演的

形式均为后来群众歌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

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歌咏活动中发挥了很好的宣传和教

育功能，为抗战胜利贡献了力量。

2 高中音乐学堂乐歌鉴赏的教学分析
2.1 教材分析

第一，教师要分析学堂乐歌的教材内容。由表 1

可知，由于学堂乐歌作品的基本元素与其音乐风格有

密切的联系，因此先对学堂乐歌作品的表现方式、时

代背景、思想感情进行研究是音乐教师进行鉴赏研究

的基础。

第二，要了解乐歌创作者的人生经历及其所处

的社会背景。创作者会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民族历

史及科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创作者的政治

立场和经济地位对弄清作品形成的原因是至关重要

的。然后，要认识到创作者所处时代艺术氛围对学

堂乐歌作品产生的影响，先研究艺术圈子对创作者

造成的影响，再对其作品的风格特点进行研究。

第三，教师要引导学生从生活、情感和文化的

角度分析音乐作品的社会作用和音乐地位，使学堂乐

歌作品的鉴赏教学取得较好的成效。

表 1 学堂乐歌信息

代表人物 代表作品 时代背景 思想感情

沈心工 《男儿第一志气高》
辛丑条约签订后

（1902 年）
号召保家卫国

李叔同 《祖国歌》
半殖半封社会

（1902 年）
鼓舞国民士气

沈心工 《黄河》
东北日俄战争后

（1905 年）
谴责沙俄侵略

辛汉 《中国男儿》
半殖半封社会

（1906 年）
参军保家卫国

秋瑾 《勉女权歌》
半殖半封社会

（1907 年）
争女权投革命

萧友梅 《国民革命歌》
国民大革命时期

（1926 年）
革命形势大好

2.2 学情分析

高中生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他们的身心发育基

本成熟，经过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逐步形成了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且中学生的思维能力大幅

度增强，已经进入逻辑思维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而

在音乐鉴赏教学上，他们不再满足于从教师处了解答

案和结论。随着学生欣赏能力的提高，教师应采用启

发式教学，讲解作品时留下想象空间。基于高中生的

生理和心理特征，高中课堂教学应给予学生较大的主

动权。在组织学生听学堂乐歌后，教师应充分发挥学

生的想象力，增强其理解能力，让学生讨论各自的体

验和感受，培养他们的感知能力和分析能力。学生对

音乐作品的理解存在局限性，加之他们的音乐理论知

识和技能技巧不足，教师要及时引导。

2.3 多媒体分析

在学堂乐歌鉴赏教学中，音频、视频的应用至

关重要。第一，教师需要根据教学目标确定教学内容，

并选择贴合教学内容且质量较高的音频、视频资料。

例如，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学堂乐歌作品和作曲家，在

确定需要学生掌握的课堂知识以后，再依据教学内容

筛选相关音频、视频资料。

第二，需要按照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的分析思路，

对作曲家及其作品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例如，从

多个角度对作品的创作动机进行分析。然后，教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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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的角度反复听乐歌作品，并熟知其音乐内涵、

准确把握乐歌作品的情绪情感，以准确生动的语言讲

述乐歌作品、表达音乐形象和情绪情感。

第三，教师需要上升至审美评价的高度，对乐

歌作品进行总结和评价。

3 高中音乐学堂乐歌鉴赏的教学实践
3.1 教

教师应以全面、循序渐进、由浅及深的方法开

展学堂乐歌教学。作为学堂乐歌先驱人物，沈心工的

作品极具代表性，在创作方法、选曲填词和音乐内涵

等方面，有着同时期其他作曲家学堂乐歌作品的共性。

因此，选择用沈心工的作品作为案例在教学中能够达

到“例一人可识大家”的效果。每个作曲家具有不

同的经历和创作动机，他们的音乐作品各具特色。因

此，音乐教师在教学时既要注重讲解学堂乐歌的共同

之处，又要适当补充不同之处，要全面、客观。

音乐教师在讲授知识时不应快速抛出重难点，

应巧设顺序，引导学生由浅及深、循序渐进地认识

和理解重难点。教师应以浅层的知识为基础，逐渐

加大难度，通过引导，启发学生将情感认识提升至

社会层面。

3.2 听

第一，需要从学生兴趣入手，做到充分聆听。

教师要善于捕捉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聆听音乐的习惯，

在教学中播放学生感兴趣的学堂乐歌，从而激发学

生欣赏音乐的兴趣。同时，要重视聆听环节，结合

音乐要素聆听。教师需要充分尊重学生的欣赏体验，

鼓励学生表达真实感受。第二，让学生根据音乐要

素聆听音乐，如速度的变化、旋律的上下进行、音

响的渐弱渐强等。第三，需要结合节奏、模仿哼唱等，

深入体会音乐，通过打节奏的方式表现音乐。

3.3 悟

第一，分析学堂乐歌的歌词内容，大多数学堂

乐歌的填词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存在联系。学堂乐

歌的歌词大多宣扬富国强兵和抵御外侮，具有一定的

社会价值，这也反映出歌词内容与时代背景具有很强

的联系。第二，需要了解作曲家的政治立场和乐歌创

作思想。沈心工深受维新思潮和教育救国论的影响，

树立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他认为学堂乐歌正是

近代中国实现教育救国的“新式武器”。因此，沈

心工的学堂乐歌题材丰富，不仅包括各种爱国壮志、

反封建思想，还包括鼓励运动、珍惜生命等内容的

歌曲。

4 结束语
学堂乐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学堂乐歌在当代依然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因此，

引导中学生学习鉴赏学堂乐歌，不仅对提高中学生

的音乐感知能力和音乐审美能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还能提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对学堂乐歌鉴赏教学

进行研究，能够提高音乐教师的教学能力和音乐教

育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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