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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萧友梅的《新学制唱歌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完全由我国作曲家和词作家合作创作的唱歌教材。整本教

材为中等以上的学校编著，教材思想内容丰富，题材形式多样，它的产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背景及萧友梅个人浓浓的爱

国主义情感，此教材开中国近代艺术歌曲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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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靖 于冬玲

浅析萧友梅《新学制唱歌教科书》

萧友梅（1884-1940），字思鹤，又名雪

明，是中国音乐教育的奠基者和开创者、

音乐理论家、作曲家。他创立了中国第一所

正规的专业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专，为中

国近现代培养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他更是一

位少有的殚精竭虑的爱国主义者，他创编了

《新学制唱歌教科书》，这是第一部完全由

我国作曲家和词作家合作创作的唱歌教材。

共三册，于1924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它的出版开中国近代艺术歌曲之先河，在近

现代中国音乐教育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背景分析

1.社会政治背景 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

对中国封建主义势力进行了重重一击，“科

学”和“民主”两面旗帜为中国文化领域注

入新鲜血液，唤醒了中国文化界的积极人

士，他们力图除去文化教育界封建思想的残

余。1919年在中国大地上又掀起了一场翻帝

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四运动”，

五四时期是文化教育界交锋的时期，碰撞出

了很多优秀的思想观念，在五四运动影响

下，开始对教育进行改革，同时还引进和学

习了国外的音乐教育思想及方法。

2.文化教育背景 1923年6月4日颁布

《小学音乐课程纲要》和《初级中学音乐课

程纲要》，此时诞生的这一系列纲要，把音

乐课作为一门正式课列入到中小学课表上，

这些纲要明确规定了音乐课的授课内容、教

学目的、方法及意义，为了顺应时代的要

求，具有音乐专业知识的音乐教育家开始致

力于编写音乐教材，这个时期编写的音乐教

科书更加注重对学生审美能力及音乐欣赏能

力的培养，在唱歌的教学内容上更加注重歌

词的艺术性，并明确规定歌曲应大部分选用

本国文创作的歌词，中小学音乐教科书的建

设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

二、教材文本分析

1.词 《新学制唱歌教科书》有三册，

每册有10首歌曲，共30首，此教材的歌曲全

部由易韦斋作词，打破了恒授以英文歌词的

境况，全部采用国文编写，歌词编写言简意

赅、意味深远。歌词内容丰富，有体现爱国

主义思想的歌曲：《中华好》、《国旗》、《国

土》等，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歌曲：《花

时》、《春歌》等，有陶冶学生情操，净化

学生心灵的歌曲：《诚求》、《美德》，歌词内

容折射出浓浓的爱国主义色彩，也顺应了学

生的身心健康的发展。

2.曲 《新学制唱歌教科书》里所有的

歌曲都由萧友梅创作。他认为可以学习西方

作曲的技法和理论，但要创作出属于自己民

族风格的作品，所以，他创作的歌曲具有浓

烈的民族性和中国风味，打破了学堂乐歌那

种“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式。每首歌曲都

标有详细的表情术语（如雄壮地、愉快地）

及速度标记等，以便更好的理解和把握歌曲

的风格及速度。本教材的钢琴伴奏打破了以

前旋律分配给右手的一贯做法，使钢琴从以

前演奏主旋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对更好的

演唱和理解歌曲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当时

最早采用此形式的音乐教科书。萧友梅创作

歌曲的目的是为适应社会需要，通过音乐教

育把他的新乐思想传递下去，将一洗以前奄

奄不正之气，融合古今中外之特长，籍收声

词合一之功效，以表现泱泱大国之风。

3.调 “吾国固有乐曲，向来喜用小音

阶，鼓其声多萎靡不振，欲改良吾国音乐，

非改用大调不可（即大音阶），以其声多发

扬蹈厉，以令人兴起也”。萧友梅创作的歌

曲大多数用大调制谱，他不建议用升F和降G

大调，升降号太多，教学和学习过于复杂，

其他各调均可入谱，以便帮助学生练习和辨

认各个大调，大调风格的作品明朗大气，带

着一股积极向上的气息，学生经常唱大调的

作品可以激发爱国情感，鼓舞斗志。本教科

书按照歌曲的种类依次教学，先教唱旋律和

伴奏比较单一的歌曲，后再安排歌曲与伴奏

较复杂的歌曲。对歌曲调号学习的安排也是

由少到多，充分体现了音乐教学的由简到

繁、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教学进程。萧友

梅歌曲的创作多加了临时半音，打破了以前

创作大部分都是自然音程的局面，歌曲逐步

加入半音，可以锻炼学生对半音的理解和

认识，使之能更好的培养出学习音调的完

全之人才。

三、结语

我国近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理论

家、作曲家萧友梅先生，他创编的《新学制

唱歌教科书》是我国第一本词曲都是中国人

自己编写的教科书，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每首作品都带着浓浓的中国民族风味，强

烈地折射出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这本教科书

在当时的教育背景下广泛使用，对学生学习

唱歌和进一步深入的学习音乐起到了积极作

用。但此本教科书也有诸多不足，如整本教

科书过于注重音乐的本体，没有充分考虑到

学生的身心发展，有些歌曲曲调过高，节奏

稍难等。作为21世纪的音乐教育学者要挖掘

即将甚至已经封尘在故纸堆中的音乐教科

书，学习和借鉴先人的音乐教科书的编写精

髓，为编写出能够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音

乐教科书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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