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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 

萧友梅（1884—1940），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奠基人

和开拓者。1899年就读于广州的时敏学堂，1901年留学日

本，学习教育学、钢琴和声乐。1912年又留学德国，并获得

莱比锡大学的博士学位。1920年春归国后，先后在北京、南

京和上海多地担任音乐教师。多年的留学经历使他对发达国

家的学校音乐教育有了深刻的了解，并随之产生了改良中国

学校音乐教育的想法。他根据当时的社会发展形势，在教学

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资源建设等多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和主张。1927年，萧友梅负责筹建国立音乐学院，并担

任校长，随之将自己的音乐教学思想全面实施于教学中，由

此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

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由此看来，其教学思想的形成，来源

于其在国外丰富的学习经历和长期的教学实践。而在担任国

立音乐学院校长后，他又主动将这些思想放到了实践中进行

检验，使其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状态中。今天看

来，这是一种进步的、科学的音乐教育思想，能够给高校音

乐教育以启示和借鉴。

二、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对高校音乐教育的启示 

1.教学目标的启示 

教学目标是整个教学活动的引领者，通俗地说，就是

通过开展音乐教育，达到何种目的的问题。在萧友梅1920年

向蔡元培提交的一份议案中，简明扼要地提出了他对音乐教

育目标的认识，即“以根据美育原则，利用音乐之感化力

量，陶冶学生德行，为第一目标；以学习音乐技能为第二目

标”。两大目标中，其首先强调的是音乐的审美作用，然后

才是对音乐技能的掌握，可以说这是一个全面的、主次分明

的教学目标体系。在具体的教学中，萧友梅总是先从作品的

创作背景和美学特征等方面入手，引导学生体验音乐给他们

带来的审美愉悦、情感共鸣和心灵陶冶，在此基础上，再进

行各种技能的学习，从而可真正将审美作为基础，实现审美

和技能的有机统一。

对比当前高校音乐教育的目标，两者在内容上是基本

一致的。但是其不同之处在于，当下的高校音乐教育中，对

这两个目标的前后顺序进行了颠倒。多数高校都过于注重学

生的技能培养，以学生能够熟练演唱或演奏为最终的教学目

标，而陷入了一种“唯技术论”的误区。我们看到很多学生

往往都有着熟练的音乐技能，但是他们相关的音乐素养却十

分匮乏，原因就在于此。

由此获得的启示在于，音乐知识技能的学习只是为了

达到音乐教育目的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而非音乐教育的最终

目的，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培养人”，培养具有一定审美能

力、审美情操的人。这需要高校音乐教师要能及时改正这种

带有功利化色彩的目标观，而将音乐对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

和审美素养的丰富作为首要的教学目标，即先将音乐对于人

的教化、陶冶功能充分发挥出来，然后才是技能的培养。这

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才是全面的、合格的音乐人才。而且最

近一次的基础音乐教育改革也明确提出音乐教育要“以审美

为核心”。高校作为基础音乐教育师资培养的主阵地，更应

该树立对音乐审美的高度重视，其直接关系到了基础音乐教

育的发展和成败。所以说，在以审美为核心基础上的技能培

养，才是正确的高校音乐教学目标。

2.教学内容的启示 

虽然萧友梅曾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对西方音乐进行

了全面系统的学习，但是其却在教学中明确提出了“以国乐

为根基”的主张，提出要将国乐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他认

为，西方音乐固然经典，但是作为中国的音乐教育来说，应

该以中国的传统音乐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在创办国立音乐学

院后，萧友梅更是将该思想予以了具体实践。一方面，其亲

自教授中国音乐史，并聘请了刘天华、陈子敬等国乐名家在

校授课，规定所有学生必须要主修一门国乐课程；另一方

面，在具体的教学中，如作曲、钢琴和声等课程中，都优先

使用民族音乐作品，并对各类声乐曲、器乐曲进行了系统的

总结和整理。直到卸任校长之时，其仍不忘嘱托新任校长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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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宁，“国乐作为教学之基础，只能加强而不能有丝毫削

减”。

反观当前的高校音乐教学，却是完全相反的状况。一方

面，在课程设置上，民族音乐类课程少之又少，多数高校都

只有民族音乐欣赏这一门选修课。民族音乐课程的缺乏会直

接导致学生对民族音乐的轻视。另一方面，教学内容上也基

本以西方音乐作品为主。如在声乐教学中，学生所演唱的都

是西方的艺术歌曲或歌剧选段，而中国的艺术歌曲和民歌则

无人问津；而在钢琴教学中，在西南师大出版的《钢琴基本

教程》的前四册中，竟没有一首中国钢琴作品，全部都是西

方作品。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大都没有认识到民族音乐的

价值和民族音乐教育的意义，这与萧友梅所倡导的“国乐为

基础”的主张可谓相距甚远。    

由此看来，对高校音乐教育中的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已经

刻不容缓。首先我们要增加一些民族音乐类课程，如民族音

乐史、民族音乐学、民族器乐等，并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其的

开展做出规定和要求。其次是加大民族音乐作品在技能和理

论教学中的比重，如钢琴和声乐教学中，我们完全可以在民

族音乐的曲目数量上做出明确要求。通过课程建设和具体教

学内容的变革，让民族音乐回归到高校音乐教育之中。唯有

此，才能让学生感受到民族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树立起传

承和发展民族音乐的意识。这在多元文化发展的今天，有着

至关重要的意义。

3.教学实践的启示 

萧友梅在国立音乐学院的教学会议上曾多次提出：“音

乐之美，唯有在领略和演奏中方能体味。”“唯有经过真

正的创作和演奏，才是学以致用。”由此可以看出，萧友梅

对艺术实践环节是极为关注的，而且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来切实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首先，他要求每个学生在原来

的基础上再选修一门乐器，比如原来学习的是西方乐器，则

要再学习一门民族乐器，反之亦然，以充分满足各种实践需

要。其次，其为学生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实践机会，鼓励每一

个学生积极参与。在校内，学校每周都举办专场音乐会，并

邀请当时的音乐名家担任评委，萧友梅也会亲自到场以示支

持；在校外，则开展了一系列的音乐活动，如鼓励学生为民

众排练合唱、组建军乐队为部队演出、举办抗日专场音乐会

等。再次，其广泛邀请民间音乐家来校授课，并引荐学生拜

这些名家为师，恳请这些名家带着学生参加演出，实现对学

生“学院派”和“江湖派”的双重培养，让他们的音乐技能

得到更加全面的锻炼。这一系列的措施，都让国立音乐学院

学生的实践技能得到了充分的提高，多数学生走出校门之

后，立刻就投入到了创作和演出中，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

反观当前高校音乐教学，艺术实践环节一直都是制约高

校教学质量提高的短板。多数学生在课下练习时，基本都能

正常发挥出真实的水平，但是一旦到了公开表演时，水平发

挥就会大打折扣，更不用说主动走出学校，在社会上进行演

出了。归根结底，就是平日对教学实践的轻视才导致了学生

音乐实践能力的缺失。

所以说，采用多种方式切实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已经

是势在必行。具体来说，作为学校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到

艺术实践能力对音乐教学和学生发展的意义。音乐本身就是

一门实践性学科，音乐实践不但是其本质的存在方式，也是

音乐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这种实践能力的缺乏，将直接影

响到学生的个人发展和高校音乐教学质量的提高。在这种认

识的指导下，我们应对教学进行全面的革新。比如在课程设

置上，要加大实践类课程的比重，将实践表现作为整体考核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师资配备上，不仅要鼓励学校教师广泛

投入到实践中，为学生做出良好的表率，同时也要邀请一些

民间音乐家走进学校，手把手教学生怎样进行舞台表演；在

实践环境上，则要对各类音乐实践设施进行完善和补充，以

充分满足各类音乐实践需求。这样多管齐下，我们才可逐渐

建立起一个科学完善的实践体系，从而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得

到切实的提高，真正做到学有所长、学以致用。

综上所述，与音乐创作和音乐理论研究等方面相比较，

萧友梅在音乐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最为瞩目的。

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教学思想，既是对传统音乐教育的彻底变

革，也是对科学、系统音乐教学体系构建的探索，为近代学

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给予了今天高校音

乐教育以深刻的启示和借鉴。通过与萧友梅的主张相比照可

以发现，当前的教学中也确实存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以萧

友梅的教育思想为参考和指导，及时地修正和完善。这不但

是其音乐教育思想的价值体现，也是当下高校音乐教育发展

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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