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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淮剧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和艺术风格的演绎,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区域文化认同和民族审美活动,
延续着两淮地区人民特定的情感记忆,蕴含着浓厚的淮安地域文化精神。在本土音乐进校园活动中，淮安市新安小

学新区选择了最能体现本地区文化特色的淮剧进校园，并通过多年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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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音乐，又可被称为乡土音乐。一般是指在特

定区位内产生的带有浓厚地域特征的音乐文化，主要

包括民间歌曲、戏曲、山歌等等，与其他的音乐类型

有所不同的是，本土音乐主要来源于民众生活，不受

现代音乐流行趋势的影响，本土音乐有着自己的发展

模式和轨迹，受不同地域环境、民族文化、民众生活

方式的影响，每一个地区所创作的本土音乐都是各不

相同的，音乐中包含着民众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文

化的记忆，他们通过祖祖辈辈随着一代又一代人对于

民族的热爱，一直流传至今，流传形式与口口相传为

主，过程稳定没有过多的变化。总的来看，本土音乐

一般不受外界音乐文化影响，具有本土性文化色彩，

表现形式较为稳定的音乐表现形式，具有较强的地域

性特征，受特定地区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的影响。 
“本土音乐作为本土文化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和

特定地域文化的生态景观，兼有传授知识、风俗礼仪、

社会交往等社会功能，发挥着对本土人民广泛而持久

的教化作用，显示出不可代替的重要价值。”[1]淮剧又

称之为江淮戏，作为一种古老的地方戏曲种，最早起

源于当今的江苏淮安、盐城等地，并在这片土地上发

展了 100 余年。2008 淮剧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列为第二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几百年来深受广大观众喜爱。

淮剧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江苏省的重要戏曲

剧种之一，它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和艺术风格的演

绎，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区域文化认同和民族审美

活动，延续着江苏人民这一特定族群的情感记忆，蕴

含着浓厚的淮安地域文化精神。淮剧的艺术形式以非

物质文化的形态存在，在淮安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

淮剧作为淮安市最具特色的本土音乐代表，他不仅仅

是淮安人民智慧和灵魂的结晶，更是保存着最单纯、

最古老的文化记忆、文化基因，也是淮安人民的精神

财富，而当前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正被高速发展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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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所冲击。 
得天独厚的地方文化优势更有利于地方音乐文化

的传播，淮安市的小学应该把传统的淮剧文化与小学

的人文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学生们在校期间学

习和了解淮剧与地方音乐的历史文化，让更多的学生

认识淮剧、学习淮剧、喜爱淮剧。同时，通过学生带

动家长，一个人带动一家人最终引领整个社会的淮剧

氛围，让淮安市民真正的爱上属于自己的本土音乐，

让淮剧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不断发展壮大，

为我国地方传统音乐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在本土音乐

进校园活动中，淮安市新安小学新区分校选择了最能

体现本地区文化特色的淮剧进校园，并通过多年的实

践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1 新安小学新区分校淮剧进校园的经验 
淮安市新安小学最早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于

1929 年，前身为少年儿童革命团体“新安旅行团”。

早在我国抗日时期为了在苏北地区有效的宣传抗日救

亡，获取更多苏北民众的支持，新安旅行团将捷报与

淮安地区的本土音乐淮剧结合在一起，通过淮剧的方

式与当地百姓共同传唱，引起了更多群众的关注，积

累了广泛的两淮地区民众基础。 
新安小学作为“新安旅行团”的母校，秉承“做

新时期的‘小好汉’”的办校理念，积极发扬传承新

安旅行团的艺术教育传统。作为“传承淮剧文化绽放

美丽生命”淮剧文化进校园特色文化建设项目示范学

校，学校以践行“尚美育人，让每个生命美丽绽放”

的理念为重要突破口，致力于让师生在淮剧的韵律和

风雅中提高崇尚美、发现美、实践美的能力。新安小

学新区分校以淮剧文化进校园项目为突破口，依托学

校特色文化发展，与淮安市淮剧二团携手合作，扎实

推动学校淮剧文化植根发展。淮剧文化进校园项目以

学校淮剧社团活动为基本单位，自编淮剧教材，自编

淮剧剧目；挖掘文化传统，从新安旅行团运用文艺的

武器开展斗争的历史中寻找灵感，获得动力。学校专

门成立了淮剧文化实践基地和淮剧文化艺术长廊，学

校特别设立淮剧社团，并在重大假日和晚会上参加表

演推广淮剧文化，此外新安小学原创的淮剧情景剧《救

赎》也是淮剧文化扎根新安的重要标志。 
1.1 以社团为平台推进淮剧进校园 
新安小学作为“新安旅行团”的母校，秉承“做

新时期的‘小好汉’”的办校理念，积极发扬传承新

安旅行团的艺术教育传统。 
作为“传承淮剧文化绽放美丽生命”淮剧文化进

校园特色文化建设项目示范学校，学校以“尚美育人，

让每个生命美丽绽放”的理念为重要突破口，致力于

让师生在淮剧的韵律和风雅中提高崇尚美、发现美、

实践美的能力。 
作为淮剧发源地的淮安人，如何传承和保护淮剧

是淮安人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新安小学新

区分校以淮剧文化进校园项目为突破口，依托学校特

色文化发展，与淮安市淮剧二团携手合作，扎实推动

学校淮剧文化植根发展。淮剧文化进校园项目以学校

淮剧社团活动为基本单位，自编淮剧教材，自编淮剧

剧目；挖掘文化传统，从新安旅行团运用文艺的武器

开展斗争的历史中寻找灵感，获得动力。学校专门成

立了淮剧文化实践基地和淮剧文化艺术长廊，学校特

别设立淮剧社团，并在重大假日和晚会上参加表演推

广淮剧文化，此外由新安小学原创的淮剧情景剧《救

赎》也是淮剧文化扎根新安小学的重要标志。 
1.2 坚持实践性与全员性并重 
新安小学新区分校在推进淮剧进课堂的活动中，

一直坚持实践性与全员性并重的原则。所谓实践性是

指在推动淮剧文化进校园时并不是仅仅停留于简单的

淮剧文化介绍和让学生停留于浮于表面的简单了解，

而是坚持给学生创造条件，设计丰富多样的淮剧表演

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在掌握初步的淮剧知识和能力、

相应的态度与价值观的同时，能够获得一定的学习方

法、形成初步的合作意识和能力；所谓全员性指的是

在推动淮剧文化进校园这一活动的过程中，从一开始

就要求本校所有师生员工都能知晓淮剧，也就是说淮

剧进校园的对象并非只是学生，包括各科教师在内的

所有师生都必须学习了解淮剧，在此基础上，挑选出

一部分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水平，同时对淮剧艺术有特

殊兴趣和专长的学生为重点培养对象，通过聘请本地

淮剧社团专业演员加盟本校对重点选拔的学院进行训

练，使这些学生具有初步的淮剧表演专业水平。新安

小学新区分校自建校以来，就聘请市淮剧二团的专业

演员担任“淮剧”特色课程辅导老师。该校的淮剧表

演唱《梨园秀》和《卖油条》在淮安区少儿电视节目

展示活动中，获得广泛好评，并参加了淮安区电视台

现场节目录制；在 2017 年学校大型淮剧戏操《淮上梨

园》在淮安市第四届“体育艺术节”上精彩亮相。 
2 新安小学新区分校淮剧进课堂的启示 
2.1 确立本土音乐文化认同意识 
音乐作为文化的另一种表达载体，两者是相互包

容且相互影响的关系。[2]作为地域性的本土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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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音乐的表达，同样也是本地文化的一个记载

和传承。对于小学的本土音乐教育来说，教师作为传

播者承担着文化传承的重要责任，因此，教师本身应

该树立起对于本土音乐文化的认同意识。教师不仅仅

将自己定位为一名音乐老师，更应该将自己定义为本

土文化的传播使者，因此教师需要对自己的身份充分

的认同且利用自己的特殊的教师，履行教师与传播者

的职责，为更多的小学生传递淮剧文化。这要求老师

要以身作则，率先转变观念以身作则，主动去学习和

掌握淮剧文化和淮剧的相关教学。其次在音乐课堂上

不断地向学生们传播淮剧文化与技巧，使学生从小潜

意识里对于淮剧产生心理认同，并慢慢的爱上淮安的

本土音乐文化。 
对于小学生而言，有趣且能够吸引学生注意力的

课堂就是受学生喜爱的课堂，那么教师就需要在掌握

淮剧技巧的同时思考什么形式是贴近学生生活、吸引

学生专注力的内容。淮剧作为传统文化的延伸，教师

要将更多有底蕴和内涵的东西转递给学生，培养学生

的文化自觉，引导学生通过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人物

作为学习的素材，利用生活中简单的生活常识或是生

活技巧序列化后进行教学，通过想象力，有感情的表

现音乐。学生需要什么，课堂需要什么，如何将知识

更好的教授给学生，这些多元化的因素对教师在备课

过程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需要考虑的更加全面，

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真正的去实现对于本土音

乐文化观念意识上的转变，最终形成一种特有的文化

自觉。作为一名小学音乐教师来说，具备本土音乐文

化认同将在最大的程度上帮助一名学生优化其音乐素

质结构，教导每一位学生学会演唱属于自己家乡的歌

曲。[3] 

2.2 教师应自觉“请进来”与“走出去” 
本土音乐的学习与传承从来都不是固步自封，闭

门造车的学习。教师自觉的“请进来”与“走出去”

的行为将会不断推广本土音乐教学的同时发展和传

承。所谓“请进来”主要是指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

将本土音乐请进小学的音乐课堂，在这里教师将作为

互动课堂的主体，传播本土音乐文化。第二种方式则

是请校外有影响力的淮剧艺术家走进小学的音乐课

堂，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与演唱分享，让学生与教师

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淮剧文化的魅力，这不仅仅能

够提高学生们对于淮剧的关注和兴趣，也能提升教师

在淮剧教学方面的职业能力水平，更好地促进本土音

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这一点上，新安小学算得上

是淮剧推广的成功案例：新安小学新区分校淮剧进课

堂特色课程的知道老师为淮安市淮剧二团的专业演

员，学校师生跟随淮剧专业老师学习淮剧知识、学习

淮剧表演，从而开发出自己的校本教材和原创作品。 
“走出去”则是让学生们走出原本的教室，在真正

的淮剧环境当中近距离的感受淮剧所给人带来的震撼

和体验。本土音乐是在特定的文化场域下形成的古老

音乐文化，其传播与发展也理应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

展开。因此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走出校门走到淮剧的身

边，真正的体验淮剧所带来的音乐魅力和文化魅力。

这样可以让学生更加全面的了解淮剧的同时，提升学

生的积极性，更好地传承淮安本土的音乐文化。 
2.3 多方调动学生对本土音乐学习的兴趣 
淮剧的学习对于小学生来说是具有一定难度的，

如果学习的内容还很枯燥的话，他们很容易就会对学

习本土音乐失去兴趣。教师可以通过更多学生所感兴

趣的活动吸引学生与老师一同参与进淮剧学习当中 ，
通过激发学生主观创造力和主体能动性，教师需要深

入的了解在小学生阶段，学生们的真实喜好与实际需

要，并以学生的生活实际与对事物的理解程度为出发

点，对教学进行设计。学生们会对现实生活中曾经发

生过或与现实生活有关的内容产生强烈兴趣，因此教

师在设计过程当中要充分的考虑活动的内容与形式是

否与实际相符，通过设计与小学生生活经验、行为习

惯一致的课堂内容。例如小学生对于自己熟悉或者见

过的东西会较为敏感，教师在淮剧教学的过程当中就

可以利用学生的这一大特点，选择学生熟悉的淮剧曲

目并用方言邀请学生共同演唱。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需

要注意，对于理解节奏、节拍技巧、练习认真专注在

课堂上分享自己对于本土音乐的理解的同学要及时给

予表扬和鼓励，通过淮剧学习为学生们提供主动学习、

快乐学习的体验式学习形式，为学生培养兴趣建立自

信。 
3 结语 
从文化层面来说，淮剧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和

艺术风格的演绎，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区域文化认

同和民族审美活动，延续着两淮地区人民特定的情感

记忆，蕴含着浓厚的淮安地域文化精神。《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4]

中曾明确出，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

的文化传统在相关社区尤其是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

发扬。校园作为年轻人最多的阵地可以说对于传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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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力量，通过校

园的传播，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最终逐渐实现整个

社会对本土音乐文化的了解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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