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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秦腔融入小学音乐教育的探讨

郭文塔米 何梦璇 马雨馨 王延松
西安音乐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现实中形式活泼且内容通俗的流行音乐更易被广大学生群体所接受，而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存受

到一定冲击，甚至有部分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鉴此，本文以“非遗”为视角，以陕西秦腔为切入点，分析秦腔与小

学音乐教育之间的关系，阐述秦腔在小学音乐教育中的教育功能，探析秦腔融入小学音乐教育的多元方式，突出文化

遗产的魅力，旨在促进“非遗”的传承和保护，为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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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腔与小学音乐教育

研究发现：小学音乐教育这些独特的特点与秦腔这

一传统戏剧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小学音乐教育是以趣味性和娱乐性为主，注重基础

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同时注重学生的综合素养、个性发

展和特长发挥，以及良好的品德和价值观的培养。

首先，小学音乐教育旨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秦

腔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不仅拥有无可替代的审美价

值，更蕴含了深沉且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将秦腔融入

小学音乐教育中，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的

精髓，推动学生的全方位能力提升。

其次，小学音乐教育注重多元化，包括不同风格、

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音乐。秦腔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具有丰富的曲目、独特的唱腔

和表演形式。在小学音乐教育中引入秦腔，可以让学生

接触和理解这种传统艺术形式，感受其独特的魅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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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

此外，小学音乐教育旨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念和道德观念，通过情感共鸣影响思想和行为。通过

学习秦腔，小学生可以了解到传统美德和良好的行为准

则，如忠诚、勇敢、诚实、善良等。这些品质在学生成

长和社会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不仅有助

于培养学生的个性和责任感，而且也能促进社会的稳定

和进步。

2��秦腔在小学音乐教育中的教育功能

2.1  秦腔具有德育功能
秦腔剧目通常蕴含着丰富的儒家思想和道德观念，

完美阐释了“仁、义、礼、智、信”等中国传统道德，

具有很强的教育力量。通过剧情的展现，秦腔能够向学

生传递这些传统美德及做人的道理，引导小学生树立正

确的道德观念。秦腔剧目中尽善尽美的故事情节和人物

形象具有一定教化作用，通过展现历史人物事迹和道德

风范，秦腔能够引导学生树立良好道德风尚，促进社会

和谐与进步。例如，《铡美案》《包公赔情》等剧目反

映了包公铁面无私、刚直不阿的高大形象，包公历来被

人们奉为理想的除奸惩恶、为民做主的大清官形象。这

些剧目通过剧情向学生传递了正义必胜、法律必严的道

理，以及在家庭和个人情感面前要坚持正义、公正无私

的品质。通过欣赏、学习和表演秦腔剧目，学生在潜移

默化中陶冶情操、提高审美水平、接受道德教育及文化

熏陶。

2.2  秦腔具有智育功能
秦腔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通过

学习和欣赏秦腔，可以了解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提高

历史认知能力，促进创造性思维、发展批判性思维、

提高倾听能力、提高对他人的认识和同情能力、发展与

团体的合作和尊重同伴、支持对自己的积极看法。秦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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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剧之一，秦腔的表演和音乐设计都

需要演员和乐师具备较高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通过学

习和欣赏秦腔，可以培养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秦腔剧目

通过剧情和人物形象来传递知识和智慧。例《二进宫》

讲述了杨波与徐延昭两位大臣拯救皇帝和大明江山的故

事，他们通过智慧和勇气，成功说服李艳妃将皇位让给

太子，为国家谋求福祉。这个剧目向学生传递了智慧和

勇气的重要性，以及在困难面前要勇于担当、敢于决断

的道理。同时该剧目取材于《明史·马保列传》，通过

剧情的展开，学生不仅可以了解明朝时期的历史背景、

政治制度和社会风貌，而且可以通过深入思考和分析复

杂的故事情节锻炼思考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通过现象

看到本质。

2.3  秦腔具有美育功能
2.3.1  提升小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
一方面，秦腔的韵律美能够激发小学生的音乐感

受。秦腔的唱腔和音乐具有独特的韵律和节奏，其唱腔

采用两种不同风格的旋律，分别为欢快轻松的“欢音”

和悲伤沉重的“苦音”，每种旋律都由六大板式构成。

《赵氏孤儿》唱腔慷慨激昂，表演激情四溢，唱念做打

俱佳，曲调丰富优美，充分展现了秦腔的韵律之美。小

学生在欣赏中可以感受到韵律美和音乐感，从而培养对

音乐和节奏的敏感度。这种敏感度不仅有助于他们更好

地欣赏音乐，也能够提高他们的审美感知能力。另一方

面，秦腔的表演技巧可培养观察力和表现力。秦腔的表

演包括唱、念、做、打等多个方面，要求演员具备扎实

的表演技巧和表现力。《火焰驹》中，艾谦传达室信

时，使用三鞭子展示挥鞭策马的表演技巧，表现心如火

焚的情绪和火焰驹的神速。小学生通过观察秦腔表演，

学习如何通过表情、动作和声音表达情感和塑造人物形

象，提高审美感知能力和表演技能。

2.3.2  激发小学生的审美想象力
首先，秦腔以独特的表现方式和丰富的舞台效果，

为小学生提供了无限的审美空间。秦腔的唱腔和表演形

式为小学生提供了直观的艺术感受，它的音乐高亢激

昂，表演形象生动，能够强烈地引起小学生的注意和兴

趣。通过观察和感受秦腔的表演，小学生可充分发挥想

象力，对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有更深入地理解和感受。

其次，秦腔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融合了音乐、

舞蹈、舞台艺术等多个领域。小学生通过观察和参与秦

腔的表演，可以锻炼自己的多元化想象力。例如经典传

统剧《三对面》中，包拯、皇姑和秦香莲等角色以真挚

的情感和鲜明的个性，让学生感受到正义、善良和勇敢

等美好品质。在欣赏和参与秦腔剧目时鼓励孩子融入故

事情境中，积极引导孩子们通过实际动作展现他们对故

事或主题的理解，激励孩子们在表达过程中展现出批判

性和创造性思维。小学生了解和感受秦腔的艺术风格和

特点，能够激发审美想象力和文化素养，锻炼自己的多

元化想象力，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艺术才华。

3��秦腔融入小学音乐教育的方式

3.1  秦腔音乐鉴赏：在课堂
在西安高新第七小学，自2017年9月起就组建了“古

韵秦音”秦腔社团。该社团已吸纳60余名学子加入，并
已有《丝路出使》《三滴血》《十二把镰刀》《人面桃

花》等经典曲目。这些学生在多次比赛中获奖，真正实

现了秦腔在该校的落地生根、传承发展。除此之外，三

原县小学秦腔社团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如排

练、演出、讲座等，使得更多的孩子接触并了解秦腔，

培养了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为传承和发展

秦腔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积极贡献。可见，我们

可以在陕西省率先开展“秦腔进课堂”的试点工作，然

后逐渐扩大范围，最终将这一项目推广到全国各个地区

的小学教育单位。例如在音乐社团课中加入“非遗”传

承的内容，让学生通过课堂学习了解和认识“非遗”秦

腔的独特魅力。通过小学音乐教学传播“非遗”文化，

能够通过音乐的形式将“非遗”文化中所深藏的文化基

因、精神特质表达出来。可以通过在小学音乐社团课堂

欣赏、分析《照金这片天——哭娇不敢放悲声》唱段剧

词，了解照金故事，了解红色革命真正的精神以及在这

段唱段中主人公的歌词传达的思想内涵感受作品中杨槐

花人物传递的那种在母爱和革命精神的艰难选择，最终

以牺牲亲情换来革命的胜利。让学生在秦腔鉴赏课堂明

白现在的美好生活是用革命先辈那代人的牺牲换来的。

3.2  秦腔传承人走进校园：走进去
邀请当地专业的“非遗”秦腔传承人走进校园，为

学生进行演出和教学让学生亲身感受和学习秦腔的演奏

和演唱技巧，引导学生充分明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风韵，

并培养他们能够吼唱秦腔，充分展现出秦腔艺术的深厚

内涵。秦腔艺人除了能教给学生不同唱腔外，也能向学

生们演示各类秦腔剧目的常用服饰道具，拓宽他们的视

野和知识面，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应根据

小学生的年龄、兴趣和认知能力，制定合理的教育和表

演计划。确保内容适合学生的需求和兴趣，同时注重教

育的深度和广度。除了传统的秦腔表演，可以引入现代

元素和创意，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可以结合多媒体技

术进行表演，或者创作一些简单有趣的舞蹈动作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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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让学生更好地参与其中。在教育和表演之间取得

平衡，确保学生在欣赏表演的同时也能获得知识和技

能，可以在表演前进行简短的知识讲解，或者在表演后

进行讨论和互动环节，让学生分享感受和想法。家长是

小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陪伴者，邀请他们一起参与此

类活动可以增加他们的参与感和认同感，为家长提供相

关的秦腔音乐知识和欣赏机会，让他们更好地支持孩子

的学习和成长。活动结束后进行总结和反馈是至关重要

的，可以收集学生的反馈意见和建议，以便对未来的活

动进行改进和完善。同时，还可以将活动的照片、视频

等素材上传至学校或相关网站上，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

注秦腔音乐在小学校园中的教育和表演作用。

3.3  动态传承，实现良性互动：走出来
组织学生参加校外“非遗”秦腔的传承相关活动，

如秦腔的比赛、展览、排练、配音等，让学生深入了解

秦腔的渊源和发展历程。定期参加一些秦腔艺术文化活

动，并有意识地将秦腔艺术设置为校园文化主题活动，

鼓励学生学习并表演秦腔戏曲节目，从而保证学生有效

感知学校对弘扬秦腔艺术的重视度。 同时创建一个秦

腔学习平台，学生可以在平台上交流学习心得、分享表

演技巧和展示自己的作品，通过互相交流和分享，能够

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和动力。与其他学校或社区合

作，共同举办秦腔文化交流活动。根据学生年龄、能

力、兴趣等因素，选择适合的秦腔片段，构建群体互动

的参与机制，灵活采取即兴发挥、角色诠释、模仿表演

和游戏互动等手法，鼓励更多的交流与沟通，以激发学

生的想象力。学生借助语言与肢体表达内心思想、宣泄

情绪，借此增强美的感受。在这一学习和表演过程中，

学生不仅能够通过深入观察现实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还能够通过自我反思和认知，发掘自身潜能，并从

中获得自尊和欢乐，从而培育学生高尚的品格。

3.4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相融合
首先，可以创新秦腔的表演形式，借鉴流行音乐的

元素来增强表现力。例如，使用电子音乐、摇滚乐等来

营造紧张、热烈的气氛，或者通过现代舞、街舞等富有

活力的舞种来丰富舞台效果。其次，可以在秦腔教学中

引入流行音乐中的节奏、旋律或和声来丰富秦腔的唱腔

和配乐，或者加入电子音乐、爵士乐等元素来营造独特

的舞台氛围。还可以比较秦腔和流行音乐的异同，帮助

学生理解两种艺术形式的特征和差异，进而让学生更加

熟悉和喜爱秦腔，同时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参

与度。最后，需要加强实践环节。如让学生演唱流行歌

曲或秦腔选段，或者让他们尝试将两种艺术形式融合在

一起进行表演。以此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力，同

时也能促进两种艺术形式的交流和融合。

4��结语

在推动我国优良传统文化延续与繁荣的背景下，

“非遗”在学校音乐教育教学中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学校也担任着相应的任务与使命来承继和宣扬这类文明

遗迹。小学生年纪尚幼，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均未完全形

成，该阶段学生所具有的可塑性，是高中生和大学生

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培养秦腔艺术，将使

学生终身受益，形成终生习惯。将秦腔融入小学音乐教

育，可以让学生了解和学习更多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丰富音乐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让学生了解和认识传

统文化，激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趣和热情，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培养更多的后备力量。

参考文献

[1]彭月,刘敏.秦腔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审美价值分
析[J].戏剧之家,2023(27):66-68.

[2]张玲玲.小学音乐教学中非遗音乐教育功能的实现
[J].基础教育论坛,2019(34):57-58.

[ 3 ]岳建樑 .秦腔艺术进小学校园初探 [ J ] .新课
程,2021,(05):

[4 ]刘笑妤 .“秦腔进校园”的现状分析及实施策
略研究[D].西安音乐学院，2021.DOI:10. 27402/d.cnki.
gxayc.2021.000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