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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音乐知多少”实践教学平台建设

成果总结

在音乐专业教学中，实践教学是核心教学内容和主要教学

方法，甚至就是专业教学的全部过程。它丰富了理论教学的

维度，从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两个方面型塑音乐专业学生的

综合素养，所谓“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十年功”

说的就是音乐、舞蹈等表演类学科“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和

绝对性。音乐专业的实践教学必须在培养计划、教学平台和

配套机制三个方面贯穿全程。

“中国民族音乐知多少”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是以“中国

民族音乐”为特色、专业化程度领先，面向全体师生，覆盖

研究、教学、表演、创作和艺术管理等全部专业方向，融合

打通学校内部各院系、学校与社会、本校与其它学校、专业

与民间的我校特有的实践教学平台，并凝结为“特色、专业、

全面、融通”的实践教学理念。“特色”是指作为国内唯一

以“民族音乐教育与研究”为使命担当的“国”字头高等音

乐学院建设的以中国民族音乐为鲜明特色的实践教学平台；

“专业”是指全面继承千百年来中华民族音乐精华，并充分

吸收现代技术和西方经验而成的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实践教学

平台；“全面”是指面向全体师生，覆盖全部专业方向的全

员实践教学；“融通”是指融合、打通学校内部各院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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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与社会、本校与其它学校、教师与学生、专业与民间的我

校特有的实践教学平台。

近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知多少”实践教学以中国音乐学

院为主阵地，以校内外平台为载体，以各类实践活动/项目为

抓手，汇聚校内外资源，通过全面、深入的教学实践活动，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

1.举办近百场音乐会

2015年以来，“中国民族音乐知多少”实践教学活动先后

带动数十名教师、近千名学生在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等国

内外知名剧场、高校及音乐厅演出，通过讲、演结合的演出

模式传播民族音乐，观众覆盖近十万人。

2.建立高质量资料库

对 300 余首各省市的经典民歌进行重新整理、配器，建

立了较完善的资料库。

3.出版音视频教材

录制包含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

京津、东北、江苏、云南、四川等10余省市的民歌，形成集示

范演唱、伴奏、曲谱、作品介绍和演唱提示为一体的综合性

教材。采用乐队总谱出版民歌伴奏，打破了教材中只有声乐

部分的传统，将中国民族管弦乐团的独特风采以及各民族乐

器的个性予以充分的展示，为学生深入了解中国传统音乐，

学习中国传统音乐的内在结构力和美学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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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体式传播中国民歌作品提供了重要参考。被人民音乐出

版社列为“近30年来，最推荐的声乐教学辅助教材”。

4.取得多层次成果

2015年以来，参与实践的师生在国内外重要专业赛事中

取得丰硕成绩，其中中国音乐金钟奖 20 余项，文旅部文华

展演奖 19 项等。

“中国民族音乐知多少”实践教学较好的解决了目前音乐

院 校在人才培养的实践环节中存在的三大问题：

一是教学脱节问题。重技术、轻实践，艺术实践活动游离

在理论教学环节之外，没有很好的解决为什么教、教什么、怎

样教的问题。

二是专业壁垒问题。不同层次、不同专业各自为战，资源

整合、交叉融合存在一定壁垒。

三是机会均等问题。参与实践的学生面窄，很多学生得不

到充分的锻炼机会，经常突出某些专业或某个学生，缺少更公

平、 自由的机制。

为有效解决上述三大问题，经过多年实践，学校以项目带

动建设，从无到有，从点到面，形成了“特色、专业、全面、

融通”的实践教学理念，逐步完善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有效

促进了新一代年轻学生继承和发展本民族艺术，进一步增强

了民族声乐艺术人才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4

1.跨学科专业、跨理论实践开设课程

针对全校本科一二年级学生开设“中国民族音乐知多”、

“中国歌剧排演”实践教学选修课，课程内容包括《中国民

歌知多少》《中国民乐知多少》《中国歌剧知多少》《中国古曲

知多少》。通过一系列课程的学习，使表演专业的学生可以更

加有效、完善的在表演当中体现出中国音乐的风格，包括不同

的地域风格、民族风格、时代风格、创作风格等音乐特性。同

时，理作专业的学生，从音乐编配、作品论述等技能方面得

到提升，全方位提高学生们的实践能力，为日后从事专业工作

或学术研究做充分的准备。

2.跨学校内外整合资源，搭建实践平台

2009年以来，学校在全国民族音乐资源丰富的地区如甘肃、

河南、广东、山西、福建等地先后建立了数十个“艺术实践

教学基地”及“民族音乐研究教学实践基地”。邀请优秀的

民间艺人来校开办山西民歌、陕西民歌、四川民歌等重要主

题实践教学活动。以制度化的形式将中国音乐学院师生的艺

术影响力不间断到带入各个地区，形成了优势互补，共同发

展的实践新模式。2011 年以来，牵头与全国各大音乐院校建

立艺术实践联盟，相约互相开放特色教学资源，以艺术实践

为切入点，联动展开系列合作，形成共进、共勉、共享的交

流合作平台。目前已与天津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西安

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等多所学校签订“

艺术实践直通车”协议。近年来，依托这些不同地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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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平台和基地的支持，“请进来”“走出去”，赴共建单位

及高校进行学术交流、举办音乐会，有效推动中国民族音乐

实践教学高质量高速度发展。

3.通过申报项目，全方位加大教学投入

2015 年以来，由校艺术实践办公室牵头申报“中国民歌

知多少”专项。在充盈的资金支持下，“中国民族音乐知多

少”实践教学吸引了更多名师名家的参与，起到了很好的教

学传承示范作用，为学生提供了近距离学习的机会。挖掘出

更多教学素材，扩充教材库存。在项目过程中留下大量宝贵

音视频资料，使日后教研工作有据可依。来自声乐表演专业、

指挥专业、作曲专业以及国乐演奏专业的近千名学生在全国

各地、各大院校举行的百余场交流演出，得到宝贵的舞台锻

炼机会的同时，展示了学校的教学成果、传播了中华民族的

优秀文化。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和赞誉。

1.“以民族音乐教学与研究为重心”的实践教学导向

基于我校“以民族音乐教学与研究为特色”的创校宗旨和

办学方向，“中国民族音乐知多少”实践教学依托中国传统音

乐的长期积累，以中国音乐学院多年来的学术传统与研究成

果为基础，把推动“民族音乐的教学与研究”作为实践教学

的重心，将学校的办学特色落实在了每位师生的发展与成长

当中，形成了我 校特有的实践教学特色。

2.“平台+活动”的实践教学集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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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音乐知多少”实践教学由主管教学的副校长

亲自挂帅，进行宏观设计，同时依托校外“艺术实践教学基地

”“民族音乐教学研究实践基地”“艺术实践直通车”和校内

教研室、工作室、数字资源等数十个实践教学平台，面向全

校师生， 作曲、表演和音乐学三类专业各院系，以创作、演

出、评论/ 研究/管理和采风为四类主要形式，开展全员实践，

基本形成了富有成效的“平台+活动”的实践教学集群平台。

3.开放共享、协同创新的实践教学运作模式

一方面，“中国民族音乐知多少”实践教学以中国音乐学

院为主阵地，面向校内外各实践教学平台开放，与各类活动

共享所有资源；另一方面，“中国民族音乐知多少” 实践教

学与校外各基地、各联盟相互协调，以双赢为基本理念，初步

形成了协同创新的合并模式。籍此，开放共享、协同创新已

然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知多少”实践教学最实用的管理模式。

“中国民族音乐知多少”实践教学紧紧围绕中国音乐学院

的办学特色，强调实践教学在音乐舞蹈学科中的特殊地位，

通过多年探索，实践教学理念不断明晰、并在校内外实践教

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在社会主义音乐教育事业与人才培养

当中，发挥了深层次的完善与推动作用，受到业内专家的充

分肯定和积极关注。同时也在非音乐专业人才培养的相关领

域产生共鸣，发挥了巨大的辐射作用和良好的示范效果，具

有很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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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示范效果

平台建设启动以来，其辐射性首先在全校范围内得以体

现。平台整合实践教学场所及设备资源，整合教师资源，整

合课程资源，形成“面向全体学生，针对所有专业，覆盖本

科生、辐射研究生等多个层次”的格局，发挥了“服务全校

学生、重视实用技能、拓展知识范围、培养复合人才、提高就

业优势”的积极作用。近6年来，参与课程的众多学生在中国

音乐金钟奖、文旅部器乐展演等国家级重要专业赛事中取得优

异成绩，位居全国前列。

2.辐射示范效果

中国民族音乐知多少”教学实践平台建设的辐射性还体现

在对全国同类民族音乐专业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从中走出

了大批专业教师和高水平表演人才，服务于全国各类高校和

众多文艺团体。

3.社会示范效果

“中国民族音乐知多少”教学实践平台建设的示范、辐射

性，引发社会持续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

等知名媒体多次对演出、教学活动进行报道。此外，各专业

院校、团体及 电视台纷纷效仿“中国民族音乐知多少”项目

演出的形式，开展“中国民歌地图”“民歌里的中国”等专题

性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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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音乐学院作为“中国乐派”的倡导者，不

断 创新办学理念、教学形式，构筑新的教学体系、完善课程

结构，着力推动实践教学体系的丰富与完善。“中国民族音

乐知多少”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的相关探索，从教育理念、教

学实践、课程体系及教学效果，均在国内保持着领先地位、

超前状态，为国内音乐院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示范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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