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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三姐歌谣是广西群众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是广西壮族地区的一大民间特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具

传承意义。将刘三姐歌谣融入小学教育专业的音乐课堂，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本文将对刘三姐歌谣进行简要的介绍，

并探讨其融入小学教育音乐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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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姐歌谣是广西群众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广

西几乎家喻户晓，是祖辈传下来的宝贵财富，是广西壮族地

区的一大民间特色。将刘三姐歌谣融入小学教育专业音乐课，

在教育领域充分发挥作用，利用学校的教学资源将其融入音

乐课堂，让小学教育专业学生了解、热爱刘三姐歌谣，热爱

我国的优秀民族传统音乐，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能够继续将

其传承、发扬光大。

一、刘三姐歌谣的影响

刘三姐歌谣流传于宜州市及广西各壮族聚居地区 , 大体

分为生活歌、生产歌、爱情歌、仪式歌、谜语歌、故事歌及

创世古歌七大类，具有以歌代言的诗性特点和鲜明的民族性，

传承比较完整，歌谣种类丰富多样，传播广泛 [1]。在漫长的

历史发展及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中，广西境内积淀了浓厚的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刘三姐歌谣即是广西各族民众千百年

来在歌圩、节庆及日常生活等场合上演唱的歌谣，是劳动人

民集体创作的口头诗歌 [2]。2006 年 5 月 20 日，刘三姐歌谣经

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广西成歌海，都是当年三姐传。”刘三姐是民间传

说的壮族人物，古代民间歌手，家喻户晓，有“歌仙”之誉。

其故事被改编成电影《刘三姐》，根据广西壮族民间传说改编，

是中国大陆第一部风光音乐故事片。影片讲述了刘三姐用她

优美、朴素、动人的歌声来对抗财主的故事，反映了劳动阶

级对旧中国统治阶级的不满及对抗。影片一经播出，在广西

乃至全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是把刘三姐歌谣传播得更

加广泛。

至今为止，广西各地政府、民间、电视台等经常举办一

些与刘三姐歌谣相关的比赛，如以刘三姐命名的由 cctv 音乐

频道推出的一档重点大型歌唱类选秀活动“寻找刘三姐”“广

西山歌‘王中王’擂台大赛”等歌王比赛。每年到了“壮族

三月三”，广西全体公民放假两天，在区内开展各式各样的活

动，唱响了整个广西，在广西乃至全国都影响深远。桂林阳

朔等城市还推出了以刘三姐为主题的旅游文化，如大型桂林

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是全国第一部“山水实景演

出”。由此可见，刘三姐歌谣的影响尤为深重。

二、刘三姐歌谣传承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根，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历

史的积淀，他是祖辈传下来的宝贵财富，更是一个民族生产、

生活等“活”的体现，是一个民族共同守护的精神家园 [3]。

2017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 ：“保护传

承文化驿站，实施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4]。体现了我

国对中华民族音乐传承的重视。刘三姐歌谣作为国家级非物

质遗产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历史传承、审美艺术、

生态和谐与开发等方面都具有传承价值，目前，刘三姐歌谣

因传播面变小、壮族“以歌择偶”传统习俗淡化、专业传承

人匮乏等原因，面临着传承与发展的困境 [5]。因此，要不断

地从可行的途径中传承与发展刘三姐歌谣。

三、刘三姐歌谣融入小学教育专业音乐课的重要性

首先，高校承载着地方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使命，不

仅有教书育人的重要任务，更是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途

径。地方高校是为地方培养和输送地方型应用人才的必经之

地，它肩负着将我国地方优秀文化遗产继承与发展的重任 [6]。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

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

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启

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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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国家对中华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的重视。因此，刘三

姐歌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高校教育也是一个传承与

发展的重要途径。另外，高校在传承与发展方面也有良好的

优势：1. 师资队伍，高校汇集了人才资源，可以共同探讨如何

传承与发展，对于开展工作也有着团队的优势。2. 上课集中，

高校有分班教学与小班教学及其他教学形式，上课形式大多

因课程而定，上课较集中，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教学资源。3. 政

策支持，高校对于科研的支持力度较大，这也给教师们上课

与科研提供了良好的动力。4. 环境因素，高校的硬件条件如

多媒体、舞台等设施较齐全，且可以开设社团、晚会、比赛

等活动，氛围良好，更有利于学习、推广。

其次，小学教育专业学生作为小学的主要师资力量，是

未来的小学教师，与小学教育有着直接关系，它肩负着小学

教育的培养重任。培养德、智、体、美等全方面发展的小学

教育专业人才，在走出校园之后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

技能尤为重要。刘三姐歌谣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需要一代

又一代人去传承与创新。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在从事教育事业

的过程中，难免会涉及一些音乐课的教学或者排练活动、晚

会等，将刘三姐歌谣融入小学教育专业，通过教学让小学教

育专业学生掌握一定的这方面知识，丰富和提升学生的职业

技能，锻炼其实践方面能力，让其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能够

将所学的知识融入教学或其他活动中去，走进校园文化活动，

与能力开展相关的课程，将刘三姐歌谣传递给学生，让学生

从小学习到这方面的知识，接受刘三姐歌谣的熏陶，更有利

于促进刘三姐歌谣传承与发展。因此，小学教育专业学生作

为小学教育阶段的主要教育工作者，对小学教育起着关键作

用，培养好小学教育专业人才至关重要。

最后，小学教育作为九年义务教育的一个阶段，在这阶

段中对小学生的文化输出、观念影响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小

学教育是音乐文化的摇篮，应培养儿童对民族音乐文化的深

厚感情。《课程标准（2011 年版）》“实施建议”“课程开发与

利用建议”第 2 条指出 ：“地方和学校应结合当地人文地理环

境和民族文化传统”开发具有地区、民族和学校特色的音乐

课程资源。要善于将本地区民族民间音乐（尤其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中的音乐项目）运用到音乐课程中来，使学生从小受

到民族音乐文化熏陶，树立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意识。“音乐

课程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面向全体学生的一门必修课”[7]。因

此，应重视这一阶段的音乐教育，将刘三姐歌谣融入音乐课

堂或其他课外活动、晚会中去，让学生从小感受刘三姐歌谣，

使学生了解、热爱这些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四、刘三姐歌谣融入小学教育专业音乐课的作用

（一）促进学生了解和热爱民族文化，增强民族意识。

刘三姐歌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劳动人民智慧

的结晶。生活在广西桂中地区的壮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

中创造出了无数优秀的艺术文明，刘三姐歌谣不仅包含着壮

族精神价值与文化艺术，同时还反映了壮族人民的思维方式，

在丰富我国民族文化资源库的同时，又弘扬了本民族文化的

精神 [9]。“壮乡处处是歌海，人人皆爱唱山歌”，体现了刘三

姐歌谣在广西的影响及广西人民对山歌的喜爱。随着网络的

兴起，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流行音乐、国外音乐较多，

特别是随着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兴起，网络热歌学生几

乎都能哼唱一两句，但相对于本民族音乐了解的较少，将刘

三姐歌谣融入小学教育专业音乐课，在教学过程中将本民族

文化加入其中，引导学生了解民族文化，进而热爱民族文化，

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

（二）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

刘三姐歌谣音乐表现题材内容丰富，是客观反映劳动人民

生产生活的民间歌谣，它的许多歌谣曲目都出自当时人们劳作

时的即兴创作，歌谣内容表现的题材相当丰富、接地气 [8]。音

乐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在教唱刘三姐歌谣的过程中，学生会

更好地沟通交流。如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先进行电影《刘三姐》

唱歌片段的表演，有个人独唱曲目、男女对歌曲目。学生在

学习歌曲的过程中，通过山歌的经典形式——对唱来进行沟

通，可以先模仿电影刘三姐中的经典片段，再进行歌词的创编，

把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融入歌词，在对唱过程中，双方以歌

曲的形式进行交流，不仅增进了同学之间的交流，而且课堂

气氛也更活跃了，这样既能锻炼歌曲的表演能力，又可以进

一步学习创编，提高学生的创造力。

（三）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

关于“音乐素养”，在《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提到：

如果将“音乐素养”理解为“音乐能力的总和，即音乐理解

能力、音乐表现能力、音乐创造能力以及与音乐相关的文化

修养……学校在实施音乐教育的过程，即是学生音乐素养形

成的过程。”[7] 刘三姐歌谣在壮族山歌发展以来，流传至今，

极具历史价值，是一种原生态的民族文化资源，是壮族人民

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文化遗产，其音乐表现内容

丰富。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长

时间地、不断地去影响。在学校教学中，将刘三姐歌谣融入

小学教育专业音乐课程，可以从教学过程、方法以及相关的

校园文化等方面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

五、刘三姐歌谣在小学教育专业音乐课的组织实施

（一）利用多媒体，激发学生的兴趣

刘三姐在广西乃至全国都很有名，其中电影《刘三姐》

更是影响深远，其中许多经典唱段更是家喻户晓，例如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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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与阿牛哥定情时在大榕树底下唱的《世上哪有树缠藤》：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连就连，我俩结交

订百年……”歌词含蓄、深情 ；而《什么节子高又高》中唱

的 ：“哎，什么结子高又高，什么结子半中腰……高粱结子高

又高，玉米结子半中腰……”劳动人民将一些农作物融入歌

词中，歌曲热烈、朗朗上口，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朴素。

广西民间也有很多山歌比赛，利用多媒体展示这些经典的唱

段，可以激发学生对刘三姐歌谣学习的兴趣，也有利于学生

对刘三姐歌谣的初步了解。

（二）进行即兴创编，调动学生积极性

即兴创编是音乐“创造”领域的一项内容，其主要内容

有创编表演动作、创编音乐故事、编创歌词、编创节奏、编

创旋律。在课堂中运用即兴编创，可以更好地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活跃课堂气氛。刘三姐歌谣最主要的特点是即兴编词 [10]。

电影刘三姐中的许多唱段都较为经典，例如《多谢了》《什么

节子高又高》等，学生较为易学。可以在学习这些经典歌曲后，

即兴为其编词或填词，这样既促使学生们互相交流，又可增

加歌曲的情趣，锻炼和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三）举办比赛，锻炼学生实践能力

在学校中，有各式各样的比赛，如诗词大赛、演讲比赛、

舞蹈比赛等，活动较多，学生的学校生活较为充实，为了促

进学生更好地学习刘三姐歌谣，可以在学校举办有关刘三姐

歌谣的比赛，例如“寻找校园刘三姐”“刘三姐歌谣大赛”等

等，学生可以以多种形式参赛，个人、小组等。鼓励学生多

多参与，引导学生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查找刘三姐歌谣有关

资料，为节目进行编排。在这过程中学生就会有意识地去了

解刘三姐歌谣，实践能力也就得到了锻炼。

（四）线上线下相融合，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各种短视频平台、线上课相继而出，

信息传播速度快、信息种类繁多，有各式各样的领域，如音乐、

美术、美术、摄影、文学等等，这给学生们提供了很好的学

习平台，学生学习不仅限于课堂上，也给教师的教学提供了

更多渠道。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将线上线下相融合，如在某

平台成立专门的账号，将在课堂上所教授的部分内容、学生

表演的部分上传，给学生布置作业，如分组对歌，再将视频

内容上传，这样学生既可以在这一平台互相交流，也可以吸

引感兴趣的其他群众互相交流、探讨，这样既能够将刘三姐

歌谣推出大众视野，又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五）邀请相关人才，丰富课堂资源

刘三姐歌谣盛行于民间，在广西各地都几乎有相关的比

赛，原始的刘三姐歌谣就是伴随着壮族人民的劳动产生的 [2]，

不少爱好山歌的民间歌手、民间艺人、群众等都“以歌会友”，

每年到了三月三，相关的比赛、活动更是精彩。除了政府、

电视台，有一些山歌爱好者也自发组织比赛，场面热闹非凡。

在学校教学中，可以适当地邀请相关人才如民间艺人、相关

的外聘教师等进入课堂，口传心授，可以让学生更直接地感

受到歌谣的魅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也可以有效地

将学校与社会的资源衔接起来，充分利用学校与社会的资源，

这样既可以促进学校与社会的沟通，在两者之间搭起了桥梁，

又可以更好地传承刘三姐歌谣，一举两得。

刘三姐歌谣是广西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在广西有着良

好的群众基础，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的根

本任务是教书育人，将刘三姐歌谣融入小学教育专业音乐课

程，以教师的“教”促进刘三姐歌谣的学习与传承，让小学

教育专业学生了解、学习它，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学生进

一步了解了刘三姐歌谣，懂得传承非遗文化的重要性，在其

今后的教育工作中，也可以进一步影响又一代小学生，从小

培养他们对刘三姐歌谣、对民族优秀文化的热爱，让刘三姐

歌谣得到更好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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