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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主要从当今古典音乐听众匮乏的现状入手 , 指出影响高雅音乐艺术传播的因素主要是早期

高雅音乐教育的缺位和社会整体高雅音乐文化氛围的缺失。要改变现状 , 必须从低龄群体音乐教育抓起 , 重视

社会音乐文化环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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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音乐占有着广泛的市场，有众多的听众。在通

俗音乐的强烈攻势下，大众的音乐生活充满着浮躁的

商业气息，高雅音乐正悄然远离。笔者以为，高雅音乐

艺术之所以难以普及，其重要因素在于早期高雅音乐

教育的缺位和社会整体高雅音乐文化氛围的缺失。

一

要改变高雅音乐艺术普及难的现象，使其能够获

得广大的市场，就应该从根本上入手，即着眼早期教

育，提高听众的审美趣味，培养高雅音乐的听众。

教育的规律是“先入为主”。音乐和语言是幼儿最

易接受的，更要从小开始。孩子们的音乐世界犹如一张

白纸，音乐审美、音响接受、听力水平，在幼儿期就已经

奠定了基础，并将影响他的一生。这就涉及到一个最基

本的问题，即应该让幼儿接触什么样的音乐作品？幼儿

音乐教育的内容如何选择？

许多人都谈到了培养儿童的音乐能力，包括音乐

技能的学习、歌唱的学习等等，但都忽视了这样一个问

题，技能学习是个别的，而音乐教育要面对的是整体，

是一种普及性教育。目前的儿童艺术教育进入一种误

区，只重视技能教育、专业教育，忽视整体素养的培养，

只重视个别学习忽视普及教育，突出表现在各种项目

的考级热上，使艺术学习带上强烈的功利性，使得音乐

艺术教育充满了浮躁之气，结果适得其反。因此，应如

何设置面对群体的音乐教育计划，如何培养低龄群体

的音乐素养、培养高雅艺术的审美趣味、培养良好的音

乐听觉能力，是提高音乐听众整体音乐素质的关键。

合理确定音乐教育的内容 , 满足其欣赏音乐的需

要, 是实现音乐审美教育目标的前提之一。普及性的音

乐教育应是音乐的审美教育和认知教育，学会欣赏音

乐，提高音乐鉴赏水平，培养音乐审美观。内容应涉及

如下两个方面：1、广泛而深入的音乐欣赏课程———包

括中西音乐史上音响语汇演进过程的概述，音乐体裁

的总览；2、认知训练———包括初步的视唱练耳训练，这

可以说是所有音乐认知的基础和音乐创造的前提，被

许多大家和有识之士视作基础中的基础。另外，大量的

泛听也是十分重要的，经典的音乐，或者说经典音乐中

健康、健全的音响内容十分有利于提高音乐认知能力。

上述内容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循序渐进地进行

安排，使之在小学毕业时就已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音

乐知识体系，具备欣赏各类音乐的知识和鉴赏能力。

当然，在众多的中西作品中，要确定哪些高雅音乐

内容适合早期教育，这需要音乐教育家们论证。笔者认

为，应加大器乐作品的容量。目前在我国幼儿园、中小

学音乐课堂上提供给学生的主要是歌曲，还有极少数

的小型器乐曲，而又由于课时的限制，歌曲教授的也极

少。很多人都认为大型的器乐曲体裁不适合用于早期

普及教育，但西方音乐大师从小就在交响音乐的环境

中成长，交响音乐赋予他们丰富的养料。我国的一些考

察团到前苏联小学考察发现，当地小学四年级学生就

能完整地表达对某部交响乐作品的看法，并且很有自

己的见解，体现出其音乐知识的全面。我们以为应在幼

儿园、小学等早期音乐教育内容中要多增加比较贴近

低龄儿童理解力的小型器乐作品和交响音乐等大型作

品，以及有着丰富音响层次的艺术歌曲等，古典音乐应

成为学校（重点是幼儿园、小学）音乐教育的主流，不

能只是点缀式的。作曲家王西麟也强调指出：按照国际

共识，音乐文化分为三个领域，一是古典音乐领域，包

括交响乐、室内乐、歌剧、清唱、大合唱，这是世界音乐

的主流，是音乐生活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但在我们的

国家里却是最薄弱的。他认为，我们没有以交响乐作为

国家音乐事业的主体结构，我们损失很大，没有汲取古

典音乐里强大的人文精神[1]。在音乐教育内容中倾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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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音乐，有利于儿童人文素养的陶冶。

必须提高对音乐教师的素质要求。在受教育方面，

低龄群体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还不具备选择的能力，

主动权掌握在学校、老师的手上，低龄学生只能被动等

待着老师的给予。因此，音乐教师本身的音乐素养、文

化素养对引导、教育幼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着

学校音乐教育的导向，决定着低龄群体对音乐作品的

认知和选择。如果音乐教师本身对高雅音乐知之甚少、

或极不感兴趣，他如何教育引导学生鉴赏音乐？在任何

决策的执行中，人的因素都是最重要的，人的思想观

念、素质、能力决定着执行的力度和成效。如果幼儿音

乐教育的目标、教育内容都确定完好，教师不具备相应

的素质要求，不能很好地加以贯彻，教育目标同样也实

现不了。

提高音乐教师的素质，加强面对幼教阶段、中小学

阶段的师资队伍的培养，使之认识到学前教育、以及整

个早期阶段的音乐教育，是提高公民整体素质的重要

一环，这也是高校师范音乐教育的重要职责。

二

如果说音乐教育的目的在于提升欣赏者自身的音

乐素养，完善高雅音乐艺术接受的内在条件，那么，高

雅音乐的传播还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净化社会

音乐环境，为高雅音乐艺术的普及提供有利条件。

媒体的导向、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氛围，都对

儿童音乐审美观念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每一个人都

是社会人，在开放的、资讯极其发达的现代社会，家庭

和学校根本无法封闭，每个人都生活在信息的漩涡中，

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各方面信息的冲击。如果说家庭

教育和学校教育还可以运用有关手段进行调整，而媒

体导向和社会影响却是无法抗拒的，它甚至影响到幼

儿、学校音乐教育。现在为数不少的幼儿园，播放的也

是通俗（甚至低俗）歌曲，小学生歌唱比赛，曲目竟然

多是成人歌曲、甚至低俗歌曲。当然，这也说明现在极

度缺乏优秀的幼儿作品，需要作曲家的关注。

因此，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促进高雅

音乐艺术传播的重要条件。

首先是要改变媒体导向。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爆

炸的社会，公众每天都承受着不计其数的信息冲击，而

媒介决定着信息与公众见面的机会，承担着信息的“把

关人”的角色，媒介人士的喜好决定着他将把哪些音乐

提供给听众；同时，媒介也在支配、影响着社会大众“想

什么”、“如何想”，实际上是为公众“设置议题”。这是

媒介的重要功能。传播学者M.麦库姆斯认为，“在特定

的一系列问题或议题中，那些得到媒介更多注意的问

题或议题，在一段时间内将日益为人们所熟悉，它们的

重要性也将日益为人们所感知，而那些得到较少注意

的问题或议题在这两方面则相应地下降”[2]。媒介对某

一问题的重复的、大量的报道与强调，将导致公众对该

问题的重视。而且，“传播媒介能产生强大的效果，是因

为它发出的信息建构了一个社会现实，向人们提供了

一种世界观；人们根据媒介提供的‘参考架构’来阐释

社会现象与现实”（德弗勒语）[3]。我国的通俗（甚至低

俗）音乐之所以得以广泛传播，与媒介的推波助澜是密

不可分的。媒体的导向使大众的审美趋向于通俗音乐，

而媒体进而又迎合大众，于是就有了更多的搞笑节目、

娱乐节目的出台，由媒体主办或承办的各类晚会也充

斥着通俗音乐。由于媒体的导向功能、定位功能，诱使

大众把通俗音乐视为最“正常”的音乐，甚而把歌曲等

同于音乐的最主流形式，于是在我国有这么一种现象：

音乐等于歌曲。所有的晚会节目，几乎全是歌曲的天

下。而电视歌手大奖赛、东南电视台的歌手擂台赛、喧

嚣一时的超级女声、超级男声等节目，又进一步强化了

歌曲的主流地位，而音乐的真正主体———器乐作品却

不为广大听众所认同，这也是造成高雅音乐普及难的

原因之一。

要改变这种现象，媒介人士的音乐素养、音乐审美

观念的改变是前提。媒介人士在制作节目、选择音乐作

品时，必须依据一定的选择标准，这个标准除了受各个

媒体自身的报道方向、角度、指导思想等制约外，与媒

体人士的价值观念、审美品味也是密切相关的。要改变

媒介音乐传播的导向，先要改变媒介人士的音乐观念、

审美观念。媒体在追求收视率的同时，还应关注自身的

社会责任和推广高雅艺术的义务。

其次是要净化音乐的社会环境。现在的街市可以

说是一个充满噪音的街市，严重亵渎了城市文明。但必

须看到，作为这些经商者，他们选择那些通俗音乐并高

分贝的播放，也是基于他们的音乐审美水平。笔者曾经

就商店播放音乐的问题随机了解过一些商场经营者，

他们的回答是喜欢这种音乐，也认为消费者会喜欢。他

们整天浸染在通俗音乐（甚至低俗音乐）里，对音乐的

认知仅仅局限在一些粗糙的音响上。这是缺乏早期高

雅音乐教育遗留的不良后果，也更说明早期高雅音乐

教育的重要性。

在俄罗斯、波兰等国，人们周末听音乐会、看歌剧，

是一项很普及的休闲活动，这种社会音乐文化环境，是

滋养儿童艺术素质的土壤。社会音乐文化建设，也标志

着城市文明的程度，这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音乐教育

者的责任，更是每一个公民的职责。同时这也是一个系

统工程，需要各个层次的教育机构、家庭、学校各个方

面的共同努力。

注释:

[1]沙林“王西麟———中国最悲愤的音乐家”, 《艺术评

论》2006年第4期。

[2][3]张国良主编 : 《新闻媒介与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1年版 , 第77, 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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