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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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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萧友梅是我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为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与基础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运用文

献法、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试从音乐教育思想与音乐教育实践两方面对萧友梅音乐教育研究成果做简单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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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是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宗师，在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
普通音乐教育等方面均有卓越的贡献。《萧友梅音乐文集》《萧友梅
先生之生平》《萧友梅先生之作品》《萧友梅作品选》《萧友梅传》
《萧友梅纪念文集》《萧友梅全集》《萧友梅编年记事稿》等已有学
术成果，为萧友梅音乐教育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中陈聆群等编著
的《萧友梅音乐文集》就收录了萧友梅56篇文章，仔细阅读分析，我
们能寻到他的音乐教育思想根源，即借鉴西方经验发展中国音乐教育
事业，改变中国音乐教育落后现状。萧友梅一生不仅投身专业音乐教
育，对国民音乐教育也十分关注，他不仅能够立足现在还能放眼未
来，认为只有重视国民音乐教育才能够更好的发展专业音乐教育。以
此可以看出，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对当今的音乐教育研究具有
一定的意义和价值。除以上对萧友梅的专门研究外，汪毓和的《中国
近现代音乐史（1840-2000）》、伍雍谊的《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
育》、张静蔚的《触摸历史 中国近代音乐史文集》、明言的《中国
新音乐》、金桥的《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马达的《20世纪
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孟维平的《北京近代新音乐发展史研究》、杨
和平的《先觉者的足迹———李叔同及其支系弟子音乐教育思想与实
践研究》、张程刚的《李叔同音乐教育思想研究》等著作中均或多或
少涉及到萧友梅音乐教育的论述。

一、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的研究
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什么是音乐?外国的音

乐教育机关.什么是乐学?中国音乐教育不发达的原因》《美国哈佛
大学音乐学的课程》《萧友梅先生教育讲演》《欧美音乐专门教育
机关概略》《为什么音乐在中国不为一般人所重视》等文论中。许
多学者基于这些文论，对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展开深入的研究。如
冯长春的《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管窥——从萧友梅有关音乐教育的
几项提案谈起》从萧友梅于二、三十年代在一些全国性教育会议上
的提案出发，概括窥探出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即批判继承旧乐之态度，重视强调美育之原则，学习西方音乐之
观念等。薛建斌的《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及对高师音乐教育的
启示》阐述了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涵，包括树立适合国情
的音乐教育目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重视学生全面发
展、重视学校音乐教育资源建设等。指出“萧友梅在音乐教育方面
的中心思想是：通过在借鉴西方现代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的经验和
技术的基础上，同时贯彻“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方针，为培养
出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打下全面坚实的基础”①。此外，萧友梅的
音乐教育思想还经历了一个特殊时期，即抗战时期，其战时音乐教
育思想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如刘再生的《民族精神境界之升
华——萧友梅与程懋筠的战时音乐教育思想兼及音乐创作与历史地
位之比较》、李岩的《萧友梅“精神国防”与“非常期”（1937-
1945）教育政策研究》、罗天全的《略论萧友梅的爱国主义思想》
等文均对萧友梅的战时音乐教育思想，也被叫做“音乐救国”思想
展开论述。在战乱时期，萧友梅能“将音乐文化所具有的‘艺术功
能’进一步提升到‘斗争精神’武器的地位，提出‘须建设成一道
看不见、摸不着，而牢不可破的精神上的国防’”②。表明，在国
难当头的历史时期，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也在随之升华，达到了
新的时代高度。

二、萧友梅音乐教育实践的研究
就萧友梅的音乐教育实践而论，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创立了

上海国立音乐院，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开展铺下了起步的基石。
因而，自上世纪起就涌现出许多学者对萧友梅音乐教育实践的方方
面面展开了研究。首先是对萧友梅在专业音乐教育实践的研究，如
黄旭东的《萧友梅办学的基本特色——以国立音专为例》阐述了
萧友梅的办学特色。居其宏的《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
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阐述了萧
友梅对我国传统音乐教育体制的批判，创建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早
期努力以及他在北大音乐传习所、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等音乐教育机
构的教育实践。其次，还有许多学者取其国民音乐教育实践为视角
展开研究。如朱锐的《萧友梅国民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认为
“20世纪20年代开始他陆续编创出版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国民音乐教
育教学的教材，他为中小学生们创作适合他们身心发展的歌曲并配
上钢琴伴奏，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萧友梅一生创作近百首歌曲，从
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来看，多数是为了提供普通国民音乐教育教
学的需要而写作的”③。这些均能够体现出萧友梅在国民音乐教育
实践中做出的努力。

另外，还有部分学者对萧友梅音乐教育实践的进行了评价，如
孙继南的《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萧友梅音乐文集>读
后》提到：“萧友梅先生对振兴中国音乐教育素怀大志，他在有关
理论文章中所提出的种种创见、设想大都是他音乐教育观的反映。
用历史眼光去看，我认为萧先生的音乐教育思想和观点基本上都是
科学的、积极的，也是符合那个时代中国音乐发展的实际需要的。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可能完美无缺”④。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萧友梅音乐教育的研究多为其音乐
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宏观关照，注重在专业音乐教育与国民音乐教育
的贡献。还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地方，如萧友梅“音乐救国”思想的
深入研究、萧友梅音乐教育的美学意义等，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①刘嵬.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萧友梅[J].音乐生

活,2010(01):49．
②刘再生.民族精神境界之升华——萧友梅与程懋筠的战时音

乐教育思想兼及音乐创作与历史地位之比较[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音乐与表演版),2006(04):26. 

③朱锐.萧友梅国民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
学,2011. 

④孙继南.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萧友梅音乐文
集》读后[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3(Z2):44. 

参考文献
[1]陈聆群.萧友梅音乐文集[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
[2]陈聆群,洛秦.萧友梅全集(第一卷)·文论专著卷[M].上海:上

海音乐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王佳文（1993—），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
育学硕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杨和平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