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音乐 2017 年第 14 期

MODEＲN MUSIC

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与高师
音乐教育的发展

高月霞

［摘 要］ 本文从萧友梅先生音乐教育思想的内涵入手，简单介绍了萧友梅先生在音乐教育目标、
音乐教育内容、音乐教育实践以及教学管理上的教育思想。这些主张和思想所产生的划时代意义，在当

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理念，德行、审美、技能的有机统一的培养

目标，以及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艺术实践能力培养的践行观，对当前我国高师音乐教育有着重要的影

响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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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是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为中国音乐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

近代音乐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萧友梅先生提出的一系列

具体音乐教育主张和在后来创建国立音乐学院的音乐教育

思想方案，以及这些主张和思想所产生的划时代意义，在

当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

办学理念，德行、审美、技能的有机统一的培养目标，以

及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艺术实践能力培养的践行观，对

当前我国高师音乐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启示意义。

一、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的内涵

1.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理念

萧友梅曾留学日本和德国，对西方的音乐教育学、哲

学以及教学管理体制方面有很深的了解。他也认识到西方

文化，尤其音乐教育的先进性，但他在具体的教学中，把

国乐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西乐只作为辅助内容，同时运

用西方先进的音乐作曲方法来诠释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作

品。他除了亲自教授国乐课外，还大量聘请校外的国乐大

家来学校授课。在各个专业的教材中都优先使用民族音乐

作品，并把一些民族音乐的课程作为了必修课。使我们的

民族音乐得到了应有的发展，同时也让人们认识到发展和

继承民族音乐的重要性。
2. 德行、审美、技能的有机统一

教学目标是整个教学活动的灯塔和方向，通俗地讲就

是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活动来达到要达到的目的。萧友梅认

为如何树立音乐教育的目标呢，从他 1920 年向蔡元培提交

的一份议案中提到了这个问题。萧友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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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培养学生

的音乐审美能力放在了第一位，而把对音乐技能的掌握放

在了第二位，抓住了重点，分清了主次先后。在具体的教

学中，他从作品的创作背景入手，注重培养学生对音乐的

理解能力，和对音乐的情绪的掌握方面入手，将审美作为

基础，实现审美和技能的有机统一。
3. 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艺术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教学实践方面，萧友梅先生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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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学生除了理论知识

和专业技能的学习外，更加注重对他们的实践能力的培养。
他在每周都要举行的校内专场音乐会中，都要聘请校内外

的名家作为评委; 并鼓励学生拜名家为师，并跟随他们参

加演出; 组织学生为民众排合唱等，校内校外为学生创造

各种实践的机会。在课程设置上，要求在原来专业的基础

上再选修一门器乐。原来学习民族乐器的就选修一门西洋

乐器，反之就选修一门民族乐器。萧友梅不仅对学生专业

理论知识学习有着高要求，还对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非常

重视，使学生得到全面的、系统的发展。
4. 注重丰富学校音乐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

在具体办学过程中的音乐教育思想的体现: 萧友梅认

为，首先办好一所学校，强劲的师资力量是必要的。他聘

请了黄自、刘天华等大量名家来校任教，还聘请大量的民

间音乐家来校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指导，让学生和这些大

家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其次就是要有好的教学环境和教学

设备，以及给学生们提供丰富的实践平台和机会。例如举

办各种大大小小的专题音乐会，让学生走出校门，参加各

种民间商业演出。不断开阔学生的视野，不断增强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专业实践水平。
在当时社会腐朽黑暗，受压迫受奴役的民众精神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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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木的情况下，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让广大民众也有了

接触音乐的机会。从而有了用音乐唤醒民众，启发民智的

社会功能。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促使了“音乐的平民化”
落到实处，结束了只有达官显贵才能享受音乐的落后的窘

迫的局面，使音乐得到普及。同时这些平民主义音乐思想

的提出，消除了贵族和平民的差异，提倡了人人平等的理

念，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对高师音乐教育的启示

萧友梅先生在音乐教育方面的主张和思想，包括音乐

教育目标、音乐教育内容、音乐教育实践以及音乐教学管

理上的理念，不但对当时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对当今我

国高师音乐教育，仍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1. 遵循德、行统一原则，德为先行为后

萧友梅先生把陶冶学生德行作为第一目标，而学习音

乐技能放在了第二位，这足以看出他艺术境界之高。虽然

只是个简单的主次分别，却蕴含了极其深刻的哲理，从理

论上似乎合情合理，也不难做到，但真正落到实处却是很

难。因为音乐的本质和最高境界并不是单单学会某一方面

的音乐技能，成为演奏音乐的机器，而是要通过音乐使人

产生情感共鸣。音乐是为人服务的，所以音乐其最终的归

属是人。就个人而言，提高了审美能力，陶冶了情操，同

时也把这种美传达给别人。反之，只有具备了高尚的人格、
高尚的德行和良好的情操，才能做出真正好的音乐，高尚

的音乐，有境界的音乐。
当今高师音乐教育中，往往音乐技能成为了衡量学生

能力的唯一标准，学校忽略了对学生的德行的培养，忽略

了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因此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一味

地追求音乐的技能和形式的华丽，忽略了音乐的灵魂，忽

略了音乐的本质，最后就很难呈现出能打动人的音乐精品。
我们还是要认清音乐的本质和初衷，重新把“人”放回到

第一位，其次才是做“艺”。把审美作为基础，实现审美和

技能的有机统一。
2. 提高民族音乐的地位

萧友梅先生虽有长时间的海外留学经历，对外国的音

乐文化也有很深刻很全面的了解，但他却主张在教学内容

上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时还主张运用西方先进的音

乐作曲方法来诠释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作品。他亲自教授

中国音乐史课程，多数教材的内容也都是以国乐为主，西

乐只占较少的比例。
我们当今的高师音乐教育中，国乐并没有被好好地重

视。在声乐教学中，特别是美声作品的选用中，西方的艺

术歌曲和歌剧咏叹调成了老师和学生们追捧的热门，中国

的艺术歌曲和民歌作品却备受冷落。在钢琴教学中，老师

们给学生布置的钢琴作品十有八九是外国作品，中国作品

本来就不多，还常常被师生们遗忘。潜移默化中形成了

“重西轻中”音乐思想和教学风气，所以对高师音乐教育的

教学内容的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3. 为学生创造实践的机会

萧友梅不仅重视理论的培养，更加重视将理论付诸于

实践，他总是想方设法创造实践的机会让学生在实践中得

到锻炼，在实践中得到提高。萧友梅先生广泛邀请民间音

乐家来校内授课，并引荐学生拜师，同时还恳请这些名家

带着学生参加演出。校外也开展了一系列的音乐活动: 给

民众排练合唱、组建军乐队为部队演出，经常举行一些和

政治相关的音乐活动，如举办抗日专场音乐会等。
高师音乐教育虽不像音乐表演那样长期实践在音乐舞

台上，但是学校也要多创造机会让学生上台实践。音乐本

身就是一门实践艺术，实践对于音乐专业的这些人群显得

尤为重要。作为未来的音乐教师，如果不上台实践，就不

知道怎样指导学生来进行实践。如今的高师音乐教育，许

多学校给学生创造的实践机会少之又少。更有甚者，作为

一名音乐教育的学生，在四年的学习的生涯中，除了专业

考试外，竟然没有登台演出的经历，这都与学校的办学理

念不无关系的。
4. 拓宽教学资源

萧友梅在校内开设大量的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
在教学配备上，也进行大量的投入。在公共设施上，为学

生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他聘请许多校外专家、名家进校

进行教学或者讲学，与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对学生进

行手把手的指导。让学生拜这些专家为师，并且跟随他们

进行各种实践演出。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参加大大小小各种

类型的演出活动或比赛，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不是仅仅拘

泥于学校开设的课程上。在教学环境上对各类音乐设施进行

完善和补充，以满足各类音乐实践和教学的需要。我们现在

的高师音乐教育，也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整合教学

和师资力量，给学生提供多种学习渠道和教学资源。
综上所述，在萧友梅先生的音乐教育思想中，教学目

标要以人为本，清楚认识音乐教育的本质。教学内容要以

国学为主，以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音乐教育职

能应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高师音乐教育更是要担

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在高师音乐教育中，应该

多给学生创造实践的机会，让学生学而能用，学以致用。
因为所学的理论和课堂知识都是用来指导实践的，反之，

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可以对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不断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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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月 霞 湖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声乐副教授、音乐 

学系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 

乐家协会高校联盟会员，中国声乐家协会理事，中国青 

年歌唱家学会湖北省分会常务理事，湖北省音乐家协会 

会 员 ，黄石市音乐家协会理事。2 0 1 3 至2 0 1 4 年中国音 

乐学院教育部高级访问学者，师从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 

主任王士魁教授。

曾举办三场个人独唱音乐会；出 版 《声乐表演的 

歌唱理论与实践》、 《声乐教学与训练曲集》等多部学 

术专著及教材；主持湖北省教育规划项目《高师声乐专 

业分级教学模式研究》和湖北省人文社科项目《湖北新 

民歌创作与文化研究》 ；在 《音乐创作》、 《教育探 

索 》等国家核心及各类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3 0 篇。 

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神州唱响〃全国普通高等院 

校声乐展演等专业比赛中获奖，多篇论文获湖北省高等 

学校音乐教学科研成果评审二等奖，教 学 成 果 《高师声 

乐分级教学与不同气质类型学生的能力培养》获湖北省 

人民政府第九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多 

次获湖北省教育厅、文化厅、中国声乐家协会颁发的优

秀指导教师奖。

从事高校声乐教学十余年，潜 心 声 乐 研 究 ，教学 

成果显著。2 0 1 1 年指导学生获湖北省第四届大学生艺 

术节声乐比赛一等奖；2 0 1 2 年学生蔡梦琪获湖北省高 

等学校音乐教育专业大学生基本功比赛声乐单项金奖； 

2 0 1 3 年学生王姣在湖北省"楚天高校好声音"声乐比 

赛 中 获 一 等 奖 ；2 0 1 4 年 学 生 蔡 梦 琪 在 第 四 届 "孔 雀  

奖〃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声乐比赛中获民族唱法二等奖， 

2 0 1 5 年学生但美路在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六届"神州唱 

响"全国高校声乐比赛中获学生民族组优秀奖；2 01 6  

年学生李凯玉在第五届全国高等艺术院校中国声乐总展 

演中获本科生组优秀奖；2 0 1 6 年指导学生在教育部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基本功展示中获 

个人全能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