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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箫友梅在我 国 近现代音 乐 史上 占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他被人们称 为 中 国近现代音 乐教育事业 的开拓者 。他的许 多 音 乐教育 思想

在对 当 代音 乐教育 仍有一定 的 启示作 用 。本文共分 两个 大部分 ， 分 别对萧友梅音 乐教育 思想 的形成 以及萧友梅音 乐 教育思想 的主要 内 法

进行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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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友梅 —

， 广东香 山县 今 中

山 市 ）人 ， 我 国 近代 著名 的音乐 教 育 家 、 作

曲 家和 音乐 理 论家 。 他毕生 从事 中 国音 乐

教 育 事业 ， 是 我 国近 代 专 业音 乐 教 育 的先

驱 和 奠 基 者 。 他的诸 多 音 乐教 育思想一 直

影 响 至今 。

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

萧 友 梅 身 处 社 会性 质 急剧 变 化 、 东西

文化猛 烈碰揸 的 时 代 ， 同 时他 又 长期在 国

外 留 学 ， 重 点学 习 西方 音乐以及学 习 哲学 、

教育学 等 知 识 ， 并选听 了 不少 与 音乐有 关

的 人文科学 的课程 。 因此 ， 其音乐教育思想

受到 多 种教育 思想 的影响 。

欧美发达国家音乐教育思想的影响

这
一 时期 ， 德 国 、 英 国 、 法 国 等 国 家的

教 育 开 始倡 导 以后 一 种全新 的教育 风 尚 。

它们 注 重 知 、 情 、 意 全 面 发 展 的 教 育 ， 并形

成 了
“

回 归 自 然 的 教 育 、 儿 童本位思潮 、 劳

动学校教育 理论和 艺 术教 育 运 动
”

的 音乐

教育运动 。

从德 国 来 看 ， 德 国 传统的音 乐教育较

为注重 宗教仪式的 培养 ， 但在新的 教育思

潮影响下 ， 开始侧 重 人 的 个性发挥和 内 在

能 力 培 养 。 英 国 的音 乐教育音 乐课程的实

施 当 做是获得 审 美愉悦活 动 的 重 要 途径 ，

幵设相应的 音乐艺 术 课程 ， 培养 学生 的音

乐才能 ， 并开展相关 实践活动 ， 提高学生的

音乐实践能 力 。 美 国 的音乐教育 则 以欧洲

的音乐教育理念为根据 ， 重视学生的兴趣 、

学 习 动机等心理特征 ， 呼吁 多 一 些真正 的

音乐 ， 多
一些 音乐艺 术 的 魅力 。

欧美 发达 国 家 的 这些音乐教育思想

世纪在 中 国 广泛传播 ， 为 萧友梅音 乐教育

思想 的 形成奠定 了 基 础 。

日本的音乐教育思想影响

萧友梅 曾 于 年在广州学堂毕业后

赴 日 留学 ， 当时 日 本学校音乐正处在
“

唱歌

教育时代
”

。 萧友梅在 日 本接受 了 这种新式

教 育 的 训练 。 其音 乐 教 育思 想 的 形 成也受

到 这种教 育 思想的影响 。

日 本
“

唱歌教育时 代
”

的 音乐教育主 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 ， 产生 了 大量 儿童教

育歌 曲 并将其 编入音乐教材 。 其二 ， 提出 音

乐 教材要 与 儿 童 的 多 方面兴趣结 合 ， 音乐

教 育的 目 的是 为 了 陶 冶学生 的 道 德 品行 ，

从而程强化 了音乐审美体验的 功能 。 其三 ，

撰写 并 引 进 了 许 多 音 乐 教材 ， 从而提髙 了

学生 的 音 乐 基 本技能 ， 提 高 了 日 本音 乐 教

育 的 质 量 与水平 。

中 国本土的音乐教育思想影响

世纪末 世纪初 ， 中 国本土 的音乐教

育思潮 发 生 变革 ， 也影响 了 萧 友 梅音 乐教

育 思想的形成 。 这
一时期 ， 中 国 本土的音 乐

教育思想主要包括维新派的
“

情感教育
”

思

想和蔡元培的
“

美 育教 育
”

思想 。

维新派认 为 ， 情感 教育是 中 国 自 强 的

根本 ， 而音乐教 育 则 是情 感教 育 与 改造 国

民精 神 品 袼的 重 要手 段 。 在 维新派 的大声

呼吁下 ， 音 乐课进 人 了 中 国 学 校教育 的 体

系 ， 这是具有 历 史 意 义 的 重 大 突 破 。

蔡元培 的 美 育思想是在继 承我 国 传统

音 乐 文 化的 基 础 上 ， 对西方 美学研究成 果

进行吸 收 和借 鉴而 形成的 。 他首次提 出 在

培养 健 全 人格的 教 育 目 标 中 ， 美 育是健 全

人格必 不 可少的
一部分 。 同时给予 美 育独

立的学 科地位 。 这 为 美 育在现代学 校 音 乐

教育 的 地位奠 定 了 基 础 。 萧 友梅的 音乐教

育思想 基 本 上是并称蔡元培所提倡 的
“

美

育
”

方针的 。

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涵

肯定传统音乐价值

在萧友梅的音乐教 育思想 中是 强 调要

肯定传统音乐 的价值 的 。 他提 出 应对传统

音乐进行整理研究 ， 以作 为 现代作 曲 家 的

参考 。 为 了达 到 弘 扬 中 国 传统音 乐文化的

目 的 ， 萧友梅希 望 借 助 西 方音乐 的优点和

技术 来对 中 国 传统音乐进行 创新 。

萧友梅对 中 国 传统音乐的肯 定在他的

音 乐 教 育 实践 中 得到 充分的 体现 。 如他在

上海音专任教时 ， 曾 开设
“

国 乐概论
”

这 门

课 ， 并编 写 了教材 。 又 如在课程安排上 ， 他

不但安排 了 中 国 音 乐 史 ， 还安排 了 民 族 乐

器课 ， 并聘请 国 乐演奏家 来 校 任教 。

学习和借鉴西方音乐教育经验

长期 的 国 外 留 学 生 活 ， 使萧 友 梅 对 国

外的音 乐教育 的办学方针和措施有着较 为

深 刻 的 感受 和理解 。 于是 他 通过 撰 文 向政

府 及 国 人 宣传 介绍 ， 并在 自 身 的 办学 实 践

中 借 鉴 了 这些经验 。

在 着 手 创 办 的 专 业音 乐院 校 中 ， 关 干

专业 音 乐教育 的办学定位 ， 萧友梅借 鉴 西

方 的 办 学 经验 ， 将音乐办 学机 构分 为 注 重

“

技 术
”

和注重
“

理 论
”

两类 。 他认为 专业音

乐院校应该是 属 干 注重
“

技 术
”

类 的 ， 因此

理论 的学 习 应 该为辅 。 而注重
“

理 论
”

的 乐

科大学 则 应以 理 论学 习 为 主 ， 技术 为辅 。

重视音乐的社会功 能

萧友梅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 ， 他位

《 中 西音乐的 比较研究 》中说 ：

“

我 国 民气 的

柔 弱 不振 ， 自 然是 因 为 国 民 教育没有办好 ，

但是社 会上缺乏 一种雄壮 的歌词和发扬蹈

厉 的 音 乐 ， 也有 很 大 的 关 系 。

”

干是他提 出

了
“

音乐救 国
”

的思想 ， 希 望 通过音乐对 国

民 灵 魂的 熏 陶来达 到振兴 民族的 目 的 。

在
“

音乐救 国
”

的具体途 径上 ， 他提 出

了 所谓
“

国 民音乐会
”

的构想 ， 希望通过
“

国

民 音 乐 会
”

这 种 形 式来推动 社 会 的 音 乐教

学 ， 促进专业 音乐 教育 的 发 展 。 由此 ， 他组

建 了第 一 个 由 中 国组织 、 中 国 人指挥 的笋

弦乐 队 ， 并组织 各种演 出 。

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

萧友梅 主张既 要重视学生 基 础知识

学 习 ， 又要注重学生艺术实践能 力 的培养 。

基础知识的学 习 是所有音乐教育实践活 动

的基础 ， 也是推动音乐学科发展的 基 础 。 为

了 保证 基础知识的 教学 质 量 ， 萧友梅还提

出 了 要特 别 关注基 础教育 中 的 师 资 问 题

教 育 活 动 与 艺 术 实 践是 密 不 可 分 的 。

在 艺术 实践方 面 ， 萧友梅 为 他 自 己编

《新学制唱歌教科书 〈新学制乐理教科 》

等 系 列 教材所 编 写的 钢 琴伴 奏 ， 为 学生进

行伴奏 实践提供 了 很好的素材 。

结语

由 干时代 的 局 限性 ， 萧友 梅并 没 能 对

我 国音 乐教育 体 制提 出太 多 的具体 措施 —

但他提 出 的诸 多 对 当 代音乐教育具有 启

意义 的 音乐教 育思想 ， 并将 其运 用 于 教 軒

实践 中 ， 为 我 国 音 乐教 育 的 启 蒙 阶 段 做

了 巨 大 的 贡献 。 这是 值得我 们后人 学 习 和

颂扬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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