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1

2022

年04

月
中

青
春
岁
月

“声乐”课程是国家普通高等学校音乐表演专业和

音乐学（音乐教育）专业，根据音乐表演人才和培养音

乐教育工作者的需要而设置的主干课程。“声乐课程思

政”就是通过挖掘声乐教育中内在德育因素，将思想政

治教育与声乐专业课程设计及实施紧密结合起来，使思

想政治工作贯穿声乐教学全过程，培养学生在追求艺术

道路上自觉汇入党和人民的事业，引导学生做有信仰、

有情怀、有担当的高素质声乐人才。声乐课程思政围绕

“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

根本问题，加强和改进符合新时代声乐人才培养的价值

体系，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依托民族地区

声乐艺术多样性、丰富性等特点，构建具有民族性、地

域性的思政资源，将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与课程思政教学

内容紧密结合。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

重要源泉，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有 56 个民族，各民族文化之间是相互影响，共同

促进，和谐统一的关系。内蒙古自治区是全国重要的民

族文化大区之一，音乐文化遗产十分丰富，特别是以蒙

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音乐为代表的民

族民间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体现了中

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呼伦贝尔这片土地上生活着许多

优秀的民族，其中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是三

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也被称为北方的“三少”民族，是

呼伦贝尔的一张标志性的名片。达斡尔族、鄂温克族、

鄂伦春族的祖先们留给后人们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其

中包括语言、艺术、宗教、风俗等等。民歌是达斡尔族、

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艺术文化的一部分，是达斡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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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达斡尔族、

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民歌是这三个少数民族人民世世代

代生活、生产劳动的写照，对于研究这三个民族历史、

风俗、语言、文化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勤劳、勇敢、

智慧、善良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人能歌善

舞，创造出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文化，随着时代

的发展及外来文化的冲击，这些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资

源正在面临着强大的冲击，加上达斡尔族、鄂温克族、

鄂伦春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大多数原生态的音乐都是

口耳相传的，没有被完整的记载下来，所以近些年来达

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空

间也越来越窄。为传承和传授呼伦贝尔地区优秀的少数

民族音乐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呼伦贝

尔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声乐系在教学改革中将“声乐课

程思政”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创新，在教学改

革中做了一些创新与探究。

一、将当地少数民族歌曲引进高校课堂

呼伦贝尔当地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歌

曲包括少数民族传统民歌和具有少数民族风格的创作歌

曲，将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歌曲中优秀的、

经典的歌曲选入声乐课程教学大刚的歌曲目录中，作为

教学曲目供学生演唱。如，达斡尔族歌曲《达斡尔人家》、

《达斡尔姑娘》、《送亲车》等；鄂温克族歌曲《南达

汗》、《鄂温克大地》、《艾雅玛》等；鄂伦春族歌曲

《打猎归来》、《狩猎四季歌》、《鄂伦春姑娘》等。

授课形式主要有：

1、声乐个别课和声乐小组课

在声乐课堂上以一对一、一对二的形式将歌曲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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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介绍达斡尔族、鄂温克族、

鄂伦春族民间音乐文化、传统节日及风俗习惯等，让学

生在了解这个民族的基础上再来演唱这个民族的歌曲，

这样才能唱出少数民族歌曲的韵味。个别课的学生是独

自完成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歌曲的演唱，小

组课的学生多数是以合唱或独唱的形式完成达斡尔族、

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歌曲的演唱。在歌曲的选择上教师

尽量会选择一些旋律优美、轻快、篇幅较小的歌曲来让

学生演唱，如《鄂伦春人是幸福的》、《打猎归来》、

《敖鲁古雅》、《映山红花满山坡》、《白驯鹿》、《森

林中的思念》等等。

2、全院公选课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认识和了解达斡尔族、鄂温克族、

鄂伦春族歌曲，声乐系的教师开设了全院公共选修课《达

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民歌欣赏与演唱》，主要

是通过欣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民间音乐、

民间歌曲、民间舞蹈来了解和认识这三个少数民族，让

学生们在认识和了解这三个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音乐

特点以后再来演唱其歌曲，并希望学生们能把达斡尔族、

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歌曲传承下去。全院公选课上传

授给学生的歌曲有《密林深处是我家》、《南达汗》、

《阿里河母亲河》、《新新的鄂伦春》等等。学生通过

对歌曲的演唱与学习，以及教师对达斡尔族、鄂温克族、

鄂伦春族生活特点的讲授，进一步了解了这三个少数民

族歌曲中所反映的人们对当今美好生活的珍惜，以及满

怀感激之情生活的情感。同时更加坚定了学生们热爱自

己的家乡、为振兴家园努力学习的决心。

3、乐团实践课

开设以声乐方向学生为主的乐团实践课，乐团实践

课在教学过程中主要以实践为主，学生们通过先修课

程—声乐课的学习都有了一定的演唱能力和表演能力，

课上主要以歌曲演唱与表演为主，以演唱呼伦贝尔当地

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歌曲为主。将呼伦贝

尔当地的少数民族歌曲引进当地高校的课堂，对于传承

与发展当地少数民族音乐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在专职教

师的指导下，排练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歌

曲，以独唱、重唱、合唱和表演唱的形式通过各种实践

演出和各类比赛将这些歌曲传播出去。乐团实践课上排

练演唱的歌曲有达斡尔族歌曲《农夫打兔》、《五样热

情的歌》、《映山红花满山坡》等；鄂温克族歌曲《鄂

呼兰德呼兰》、《敖鲁古雅》等；鄂伦春族歌曲《新新

的鄂伦春》、《你的名字中鄂伦春》等。学生们通过对

这些歌曲的学习不仅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更

加坚定了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信念，同时还提高了表

演能力和团结协作的能力。

二、聘请当地少数民族民歌传承人来校任教

由于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全国唯一的自

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鄂伦

春自治旗均在呼伦贝尔市，所以呼伦贝尔地区的达斡尔

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民歌是非常正宗的，由于这

三个少数民族都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过去达斡尔族、

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民歌的流传也都是通过口传心授，

通过一代一代的民歌爱好者和传承人传承下来的。由于

是口传心授，所以很多民歌在不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歌

词内容、少数民族语言发音及音乐风格都有所不同。为

传承和传授呼伦贝尔地区民族音乐文化，呼伦贝尔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院开设了《呼伦贝尔达斡尔族、鄂温克族、

鄂伦春族民歌演唱》课，特聘请了当地的达尔族民歌传

承人、鄂温克族民歌传承人、鄂伦春族民歌传承人为呼

伦贝尔学院的客座教授来我校任教，为传承和传授呼伦

贝尔地区民族音乐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达斡尔族、

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民歌的传承人不仅将正宗的原滋原

味达斡尔族民歌、鄂温克民歌、鄂伦春族民歌，用少数

民族语言教授给了呼院的师生，通过民歌的教唱还将达

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各个时期的特点、风土人

情等情况讲授给了学生，让学生们通过对这三个少数民

族民歌的学习，更加了解和认识这些少数民族的音乐文

化，更加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的魅力所在。在

《呼伦贝尔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民歌演唱》

课上，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民歌的传承人为

我们教唱的少数民族民歌有，达斡尔族民歌《种在花园

里的花》、《阿涅萨日》、《赛肯》等；鄂温克族民歌

《鄂呼兰德呼兰》、《毛敖吉坎河》等；鄂伦春族民歌

《耶回佳》、《十二月》等等。

三、通过实践演出将当地少数民族民歌传播出去

将搜集、整理来的当地少数民族歌曲以及少数民族

民歌传承人传授的民歌，进行整理、改编再配上伴奏，

以重唱、合唱、表演唱等形式编排出成品节目，以各种



93

2022

年04

月
中

青
春
岁
月

实践演出的形式将这歌曲传播出去。

1、少数民族歌曲专场音乐会

为进一步巩固和加深学生在声乐课、乐团实践课及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民歌演唱课上学习的歌

曲，更好的传播呼伦贝尔地区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

伦春族歌曲，同时也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

统文化，2021 年 6 月，我院举行了“声乐系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音乐会——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歌

曲专场”。整场音乐会，学生们分别用汉语、达斡尔语、

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演唱了当地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

鄂伦春族歌曲。音乐会文化特色鲜明，充分展示了音乐

与舞蹈学院为地方文化事业服务的教学思想，也为民族

音乐的传承做出了贡献。在“课程思政”的理念指引下，

教师们将“中华民族一家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思想融入了课堂，并付诸了实践。音乐会上展示的歌

曲有达斡尔族民歌改编的无伴奏合唱《鲁日格勒》，达

斡尔族民歌《忠实的心儿想念你》、《映山红花满山坡》；

鄂温克族民歌《毛敖吉坎河》、《鄂呼兰德呼兰》；鄂

伦春族民歌《打猎归来》；达斡尔族风格的创作歌曲《达

斡尔姑娘》、《达斡尔人家》；鄂温克族风格的创作歌

曲《白驯鹿》、《敖鲁古雅》；鄂伦春族风格的创作歌

曲《你的名字叫鄂伦春》、《狩猎四季歌》。

2、惠民演出

为了更好的为地方文化建设做好服务，促进地方音

乐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提高学生的实践演出能力，我院

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到呼伦贝尔市的各旗市、乡镇、嘎查

进行“三下乡”演出、乌兰牧骑慰问演出及服务地方等

惠民演出，通过这些演出将呼伦贝尔地区的达斡尔族、

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歌曲展示和传播给当地的居民，让

学生们通过实践演出，更加了解呼伦贝尔当地的少数民

族歌曲，进一步激发了学生们的民族情与爱国情。惠民

演出表演的歌曲有达斡尔族歌曲《赛肯》、《忠实的心

儿想念你》等；鄂温克族歌曲《东泉》、《毛敖吉坎河》等；

鄂伦春族歌曲《高高的兴安岭》、《新新鄂伦春》等等。

3、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演出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

日，如达斡尔族的斡包节、库木勒节，鄂温克族的瑟宾

节，鄂伦春族的篝火节，由于生活的地域不一样生活习

俗不同，所以每个民族的节日庆典也不尽相同。在这些

传统节日上，会有各个民族传统的文艺演出和传统的体

育比赛。如，达斡尔族的库木勒节上会表演达斡尔族传

统民间歌舞鲁日格勒和传统的体育项目颈力、曲棍球等；

在鄂温克族的传统节日瑟宾节上会有鄂温克族的传统的

体育项目抢枢、赛马等；鄂伦春族的传统节日篝火节上

会有鄂伦春传统的歌舞表演和传统的体育项目拉钩扳腕

等。为了更好的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在当地少数民族

传统节日上我院也会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实践演出，通过

演出将当地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歌曲传播

出去。学生们通过参加当地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演出活

动，真正的深入到了农、牧区，了解了农、牧区人民的

生活特点和风俗习惯，再结合演唱的歌曲，进一步激发

了学生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深切情怀。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高校的课程思政建设不能脱离

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应切实有力有效的发掘民族文化

“传”和“承”的新思路、新方法，使民族文化的发

展与课程思政建设同行，筑牢高校传承与发展地方文

化的主阵地，在日常的课程教学中有意识地融入民族

情怀、文化自信等元素，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声乐课程思政实施中融入民族地方特色，以本地区

民族音乐文化为依托，构建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课

程思政资源，将地方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与课程思政教学

内容紧密结合，对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

推动的作用。

本文属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立项课题《民

族地区高校声乐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与发展研究》（NGJGH2020353）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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