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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音乐在小学管乐团的传承探究

陈晓敏

（广州市越秀区东川路小学 广东广州 510000）

【摘要】广东音乐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在当今多元文化背景影响中，在流行音乐、网络音乐文化的冲击下，却面临着一

系列发展困境。在学校管乐团课程中融入广东音乐文化具有独特价值和优势，通过广东音乐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学生的文化心

灵和艺术气质，加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传承广东音乐文化，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开展基于广东音乐

的管乐课程实践，西洋管乐团演奏的这种在传统作品基础上、演奏形式上的创新，这种不完全满足于传统、顺应时代潮流的广东

音乐更容易为大众接受，推广、传承广东音乐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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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音乐又称粤乐，原流行于珠江三角洲一带，其前身

主要是粤剧过场音乐和烘托表演用的小曲，约在二十世纪初

发展成为独立演奏的器乐曲，在二十世纪 20-30 年代达到鼎

盛时期。广东音乐起源于岭南沃土，既吸收了中原音乐文化

的精华，又糅合了西方音乐文化的特点，逐步形成独具特色

的乐种。但如今广东音乐作为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我国的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却面临着一系列发展困境 ：

一是缺乏新作有影响力的作品，缺乏专业的广东音乐演奏团

体 ；二是在流行音乐、网络音乐文化的冲击下，学生对“老

土”的广东音乐不感兴趣，广东音乐越来越缺乏年轻的听众，

传承和发展广东音乐迫在眉睫。广东音乐要有更多的创造

者、演奏者和爱好者，必须要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这最好

从中小学生入手，不断培养新的爱好者和接班人。《2022 艺

术课程标准》指出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

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加强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人文素养。可见，

将本土优秀传统音乐文化融入学校美育教学中，引领学生学

习、了解本土音乐，滋养学生的文化心灵，培养学生的艺术

气质，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文化观，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

历史意义。而学校作为美育的主阵地，在我们的音乐课堂上、

在学校音乐社团中进行广东音乐的教学，使学生感受理解广

东音乐深厚的文化底蕴，激发他们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

感，主动承担起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责任，这

是我们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使命。

作为音乐课堂延伸的管乐团是很好传承广东音乐的阵地，

在管乐团课程中渗透广东音乐，让学生在学习、演奏、传播、

推广广东音乐的过程中进行广东音乐的传承和保护，是很有

意义的事情。广东音乐有百多年历史，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不断改革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乐器和演奏风格。管乐团在传

承广东音乐有着独特的优势 ：本校管乐团作为广州市最早建

立的一批学校管乐团，编制齐全、课程完善、梯队建设模式

成熟，乐团成员的演奏水平较高，而且管乐团在传承广东音

乐方面已经做了一些有效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管乐

团在学校实践活动中传播度更广，西洋管乐较传统民族器乐

更能为学生所接受和热爱。将广东音乐文化与社团活动相整

合，探索基于广东音乐的小学管乐团课程实施策略，形成独

具广府特色的管乐社团，保护传承广东音乐。以不同的形式

和不同的乐器表达和演绎广东音乐，在继承广东音乐优良传

统的基础上将广东音乐发扬光大，是传承和保护广东音乐的

新思路。

为了了解广东音乐在基础音乐教育中的现状，我们面向

管乐团学生及普通学生进行了关于广东音乐的问卷调查及随

机访谈。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过过半数的同学表示喜欢广东音

乐，希望通过音乐课堂学习去了解广东音乐。但是对于知道

哪些广东音乐，他们大多表示听过但不知道曲名，超过一半

的同学表示完全不知道广东音乐用了什么乐器演奏。可见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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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学生对广东音乐缺乏较系统的学习，所以对广东音乐的了

解不深，仅停留在听过的层面。广东音乐作为器乐音乐，虽

然多为标题性音乐，但是因为没有歌词，篇幅相对又较长，

因此对他们来说共同语汇比较少。相比之下管乐团的团员通

过系统学习、亲身演绎广东音乐，对广东音乐的认识、认同

以及热情是令人喜悦的 ：所有接受调查的管乐团团员都表示

了解广东音乐，能准确写出（说出）几首广东音乐的代表作，

大多数同学还知道传统的广东音乐用了哪些乐器演奏。而且

他们表示接触广东音乐的场合较多，觉大多数管乐团成员都

表示愿意甚至非常愿意为他人表演和介绍广东音乐，表现出

对广东音乐极大的兴趣及热情。管乐团的成员都表示更喜欢

管乐团演奏的广东音乐 ：“我更喜欢管乐团演奏的广东音乐，

因为这是我自己演奏的”“我觉得传统的广东广东音乐太吵了，

听上去好乱，我更喜欢管乐团演奏的广东音乐”“管乐团会将

音乐演奏的和谐悦耳”“把传统和现代结合在一起更好”等等，

这更印证了在管乐团开展广东音乐教学的价值及意义。

把广东音乐作为切入点，以提升学生的人文底蕴，培养

学生协作创新能力，保护和传承广东音乐为目标，设计基于

广东音乐的小学管乐团课程教学计划，丰富教材教学资源，

并组织实践。以下是笔者在实践中探索出的基于广东音乐的

管乐团课程实施策略。

（一）立足文化和历史，提升学生传统文化素养。

广东音乐具有特别的岭南风韵，它不仅仅是一种器乐音

乐，更是宝贵的民族文化符号。最早的广东音乐是由广东本

地民歌民谣吸收融合传入的中原古乐、江南小曲小调、昆曲

牌子及其他民间器乐曲，形成了《汉宫秋月》、《得胜令》、《欢

乐歌》等等早期曲目。而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喜庆演奏锣鼓

吹打的风俗习惯推动了戏曲和曲艺相互渗透吸收，促使广东

音乐形成和发展起来。乐器从传统的“五架头” “三件头”，

再到后来的增加丝竹乐器和西洋乐器，并规律性地使用装饰

音和加花发展旋律，使得广东音乐明显有别于其他民族民间

乐种。而一大批优秀的演奏家、作曲家如严老烈、丘鹤俦、

吕文成、“何氏三杰”等名家让广东音乐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涌现了一大批经典优秀作品。广东音乐曲目精短、形式通俗，

贴近民众，表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场面和丰富的思想感情，

具有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如《雨打芭蕉》、《饿马

摇铃》、《赛龙夺锦》、《得胜令》、《步步高》、《金蛇狂舞》、《旱

天雷》、《彩云追月》等，单曲名就令人无限遐想。同时乐曲

的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和趣味性都很强，艺术特色非常

鲜明。以上广东音乐的文化内涵和特色，是我们在管乐团在

广东音乐的曲目学习中要重点介绍给学生的。广东音乐作为

管乐团的重要学习内容，在专家的引领下，根据三个梯队的

乐团团员的实际水平选择课程中的广东音乐曲目我们在教学

内容的选择非常有针对性和计划性。在预备乐团我们会选取

一些简单富有趣味性的曲目，如《步步高》、《喜洋洋》等等，

这些曲目学生相对较为熟悉。从亲身演绎熟悉的旋律入手，

自然地拉近了广东音乐和学生的距离，激起了他们极大的学

习兴趣。而当预备团升级为示范演出团队，我们的曲目难度

也相对应增大，并且兼顾艺术人文性，选择了如《得胜令》、《旱

天雷》、《彩云追月》、《娱乐升平》等一批非常有意境、极具

音乐表现力的曲目。这种立足与文化和历史，循序渐进、严

谨的教学安排，在提高艺术水平的同时也保护了学生的学习

热情。因此，我们在管乐团课程中，把广东音乐的文化内涵

作为重要课程内容对管乐团学生进行普及，包括广东音乐曲

目的创作背景、表现意义、风格特点、人文精神等等。学生

在深入了解这些曲目的背景和艺术内涵后，从单纯的兴趣转

化成对广东音乐文化的认同。为保证课程教学的专业性，我

们采用校内外教师相结合的形式，并将高水平专家和具有中

华传统音乐的民间艺人请入课堂参与授课，提升管乐团学生

的传统文化素养。

（二）分析传统与创新，培养学生协作创新能力。

广东音乐融合、包容、开放的特性，使得管乐团演奏的

广东音乐曲目较传统器乐演奏的广东音乐而言，音色更丰富，

音响效果更加丰满，曲目改编写作上更具交响性，而更耐听，

更受普通中小学学生的欢迎。西洋管乐团演奏的这种在传统

作品基础上进行的器乐创新，顺应时代潮流的广东音乐，是

传承广东音乐的新途径。通过向管乐团学生分析传统广东音

乐与管乐演奏的广东音乐在音响效果、声部配合、音乐表现

力等方面的差异，在对比中加深对广东音乐的理解。管乐团

演奏的广东音乐是最大的特点是器乐上的创新。传统的广东

音乐借鉴了西方音乐转调、模进、主题发展等旋律创作手法，

小提琴、萨克斯、小号、吉他等西洋乐器都被引入广东音乐，

使得广东音乐具有与其他民族音乐不同的特殊魅力。也在正

是由于广东音乐的兼容开放性，使得通过对传统乐曲进行改

编，把演奏的乐器从传统的“三件头”、“五架头”变成西洋

管乐，而毫不突兀。管乐团演奏的广东音乐曲目较传统乐器

演奏的广东音乐而言，音色更丰富，音响效果更加丰满，曲

目改编写作上更具交响性，而更耐听，更受普通中小学学生



228

的欢迎。如广东音乐《得胜令》在粤剧舞台上演奏时，用唢

呐吹奏，用大锣大钹渲染军队凯旋的气氛。而改编成管乐曲

的《得胜令》开头用铜管乐中的小号与长号演奏，虽然少了

唢呐这种民族特色乐器的音色音响效果，但是在表现效果上

毫不逊色甚至说更胜一筹，并且因为保留了传统的打击乐器

如锣、鼓、镲等等，广东音乐的韵味依然。我们在管乐课程

中不仅注重向学生介绍广东音乐的历史背景、表现意义、风

格特点、人文精神以及管乐改编的音乐特色，还将其与传统

的广东音乐进行了横向对比，通过对比同一个音乐段落中乐

器的使用、音乐声部织体的不同组合等等感受传统民族乐器

与管乐两种乐器所塑造的不同的音乐表现力，深化学习。除

了器乐上的创新，我们还探索了演奏形式上的改革创新。我

们在《彩云追月》、《娱乐升平》等曲目中，大胆地与学校舞

蹈团进行合作，采用了管乐 + 粤剧舞蹈的演奏形式，这种听

觉和视觉的结合，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众，都受到了耳目一

新的感官刺激。此外，我们将《得胜令》、《月光光》等曲目

改编成行进管乐的形式参加了广府庙会、校级快闪、学校运

动会等巡演，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广东音乐的创

新，使广东音乐可以以不同的形式进入学校和社会，为不同

年龄段群体所接受。而管乐团的学生在这种创新的音乐实践

中，协作创新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三）开拓多元化实践，引导学生自觉文化传承。

我们积极发展广东音乐管乐团课程的辐射功能，促进管

乐团的交流演出活动，希望能在体验和交流互动的过程中，

助力中小学的广东音乐文化普及与传承。一方面，我们开拓

了多种实践演出的渠道，校内实践活动包括学校开学典礼上

演奏的礼仪性音乐，如《步步高》、《迎春花》、《祝福你》等等，

还有各类大型活动的全校性表演。而校外活动包括比赛，如

管乐团每年都会参加以广东音乐题材为主的广东音乐邀请赛，

主要演奏由经典广东音乐曲目改编的管乐作品，如《旱天雷》、

《得胜令》、《娱乐升平》、《彩云追月》、《迎春花》等创新作品。

此外，管乐团还参加相关部门举办的广东庙会特色巡游，演

奏的曲目包括《得胜令》、《月光光》等等，校外活动还包括

与兄弟学校的管乐交流活动等等。另一方面，我们管乐团的

学生在多元化的实践过程中，角色也多元化发展。针对上述

调查中“92% 学生都表示愿意去学习了解广东音乐，希望通

过音乐课堂，听同学演奏，听广东音乐的音乐会等渠道去学

习广东音乐”，而“绝大多数的管乐团成员都表示愿意甚至非

常愿意为他人表演和介绍广东音乐”这一调查结果，我们在

常规音乐课堂当中引入了相同的广东音乐作为学习内容，把

管乐团中的优秀学生请进音乐课堂，请他们在班级的普通音

乐课堂中对广东音乐进行亲身的讲解和示范，这种朋辈间的

学习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广东音乐得到了很好的普及。

他们在管乐团集体中是广东音乐的学习者，演奏者，他们在

学校的音乐课堂中、校内外的舞台上则变成了广东音乐的传

播者、推广者。这样，我们的管乐团建设形成开放的、有序的、

可持续的发展趋势。

通过管乐团学生各种场合对广东音乐的全新演绎，再结

合音乐课堂老师的对传统广东音乐的介绍、管乐团同学的近

距离演绎与分析，整体学生对广东音乐的兴趣大大增强。通

过基于广东音乐的小学管乐团课程实践研究，稳定提升了学

校管乐团的演奏曲目与演奏质量，打造了极具广府特色的管

乐团队。同时，广东音乐管乐课程对学生的作用力是相互的。

一方面，学生在管乐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亲身参与艺术实践

的活动中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兴趣爱好，自信心和协作意识

大大增强，音乐审美能力、表现能力、创造能力等音乐核心

素养也得到了全面提升。另一方面，学生通过管乐课程所激

发的广东音乐的兴趣、提升的自信心带动学校管乐团进一步

发展，促使管乐团成为学校的弘扬广府传统文化的标杆团队，

再由管乐团为中心点向全校学生进行辐射，激起同学对广东

音乐、对本土文化的兴趣，从而促进广东音乐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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