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与采风实践》教学大纲 

  

一、课程概述 

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与采风实践课程主要是通过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研究

西北地区民族音乐的现状，追溯其历史渊源，看到西北民族音乐瞬间定格及动态

的历史发展。通过本课程学习进一步培养学生正确的音乐价值观、树立正确的音

乐审美观、培养民族音乐情感，对建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等方面有着独特

而重要的作用。 

西北民族音乐研究是指历史上在西北地区存在过或是历史上产生而又流传

至今的音乐，它不仅涵盖在古代历史上生发形成，依存至今的音乐作品，而且也

包含着历史曾经存在过，但已消失了的西北传统音乐。本课程将以西北民族音乐

研究为例，引导学生进行科学有效的民族音乐研究及田野采风工作和案头工作，

使学生逐步迈入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创新表演中去，通过研究促进表演

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先修课程 

中国民族音乐、中国音乐史、西北花儿表演与实践 

    三、课程目标 

1、让学生了解有关西北民族音乐主要体裁、形式、乐器、乐种和音乐形态

特征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同时了解有关中国各民族各音乐文化区的区域性音乐特

征、音乐文化观念、音乐传统、音乐形成与发展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初步掌握西

北民族音乐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并以此来分析中国各民族、各地域的音乐

及其特点。 

2、掌握艺术实践采风和理论学习，提高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感性与理性认识，

提高音乐分析、鉴赏能力。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感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

感。  

3、对风格各异、形式多样的民族音乐文化的学习，激发学生对各民族音乐

的感情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特点的关注，激发学生探究音乐艺术文化的志趣，能

主动地进行研究性学习，培养和发展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促进创造性思维能力

的发展。  



4、理解音乐与人、自然、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理解音乐在

文化整体中的意义以及各民族音乐的共性与个性。 

5、难点为对语言和独特音乐语汇的掌握。 

四、适用对象 

本课程主要为音乐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也可以作为音乐学硕士研究生专业

课程。 

五、授课方式 

本课程主要以理论讲授、录音录像及音乐现象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

尤其是借鉴和沿袭民族民间音乐传承过程中“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使学生既了

解名家的风格，又亲身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还能够学会演绎传统音乐的风格特

色与表演技艺，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使学生对西北地区丰富多彩的民

族民间音乐从感性到理性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和把握，从而培养自己的研究兴趣和

学术观念。 

六、课程思政教育内容与教学设计 

1、以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形成为目标，注意知识掌握与情感、态度及价

值观的形成相结合。在关注学生学习和掌握西北各民族、各地域音乐的相关知识

的同时，重视激发研究兴趣，形成正确的科研态度和音乐审美价值观。  

2、提倡学科知识的综合，注意音乐与文化相结合。在对西北各民族、各地

域音乐的分析中，贯穿“文化中的音乐”和“音乐中的文化”的理念和方法，以利于

理解音乐在文化整体中的位置和特点。  

3、西北民族音乐研究课程教学中，既要关注本学科知识理论体系的传授，

又要关注基础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教学内容和发展的实际。注意在教学内容和教学

过程中贯穿渗透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科学的教学方法。 

4、充分利用本地传统音乐资源，适当增加当地汉族和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在

教学内容中的份量。可邀请当地的传统音乐专家来校举办专题讲座，组织学生实

地采风调查、收集民间音乐，参与各种民俗音乐活动，学习当地汉族、少数民族

代表性乐种、特色乐器等的演唱和演奏，引导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增强文化自信。 

 

 

 



七、课程内容 

一、西北民族音乐的艺术特征（4 学时） 

    主要内容： 

    （一）历史性时代标志、共时性地方差异           2 学时 

    （二）共通性的社会功能、类型化的模式结构       1 学时 

    （三）西北民族音乐的兼容性与更新发展           1 学时 

    基本要求： 中国传统音乐在时间上所显示出来的特征。由于传统音乐的产

生、发展变异都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因此每一个中国传统音乐品种都

深深的打上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历史烙印，聆听的它的演奏和演唱，

即是当代的又是历史的，在他今日的风貌中依然闪烁着过去时代的文化光芒。例

如兰州鼓子、河西宝卷、藏族扎木年弹唱、秦腔等等西北音乐文化形态，从他们

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 

    共时是指时间时代相同，地方差异是空间地理位置不同。“十里不同风，百里

不同俗”一个音乐品种的存在与发展，总是受到当时当地的经济生活、地理环境、

社会结构、民族心理、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民间风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形

成不同的音乐特点，比如全国流行的茉莉花民歌，虽都是茉莉花，但由于不同的

地理环境而形成不同的变体。 

共通性的社会功能。这是中国传统音乐在文化属性上所显示出来的广泛而深

刻的特征，他以民俗、宗教、祭祀、礼仪的形式表现其社会功能，这种功能既是

全人类共同的文化内涵特征，又有本民族本地域的文化表现形式，譬如分布在西

北陇东地区的鼓吹乐，其共同性的社会功能突出表现在服务于本地的民间婚丧利

苏中，这种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又具有合理的现实依托。 

类型化的模式结构。特制传统音乐在音乐形态上方面的特征。这种表现特征

表现在音乐本体上（律、调、谱、器、曲等）、演奏、演唱风格、传承方式等方

面，是划分乐种的根据，也是此种传统音乐区别于它中传统音乐的根据，譬如鼓

吹乐的乐种就是以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凡是符合这种乐队编制的传统乐队

理应纳入中国鼓吹乐的研究范畴，这种特点就是鼓吹乐的乐种模式之一。 

所谓兼容是指中国传统音乐有吸收异域音乐，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特点。

这种吸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主动选择融合同化的创新功能，比如曲项琵

琶、胡琴、筚篥、杨琴、原本都是异域乐器，后来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逐渐演变

成为中国的传统乐器，在如隋唐时期的七部乐、九部乐，在刚刚进入中原的时候，



都是以国家和地区的名字命名的，（如龟兹乐、高丽乐、天竺乐、扶南乐、一听

就知道是从哪一个国家传入）但是后来，大唐音乐同化了外来音乐，以坐部伎、

立部伎等演出形式命名，打破了国家、地区的界限，而融为一体，由此可见，中

国传统音乐所呈现出来的特征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即使世界的又是中国的，

又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中国民族音乐与西北民族音乐（4 学时） 

    主要内容： 

   （一）中国民族音分类                           2 学时 

   （二）中国传统音乐三大音乐体系                 1 学时 

   （三）西北民族音乐形态品种及其分布概述         1 学时 

    基本要求：了解民族音乐五类论、史学断层论、地域色彩论、文化流论、民

族音乐志论、音乐文化区域划分法基本概念。对中国音乐体系、欧洲音乐体系、

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民族音乐有一定的认识。对西北民歌、曲艺、乐器与器乐

品种及其分布进行基本的掌握和理解。 

三、西北民族音乐兰州鼓子专题研究（4 学时） 

    主要内容： 

   （一）兰州鼓子音乐体系、 曲牌结构特点         2 学时 

   （二）兰州鼓子演唱特征及代表性曲目分析        2 学时 

   （三）兰州鼓子田野采风实践                     

    基本要求：了解兰州鼓子基本音乐特征，并进行田野采风实践，让学生能够

掌握兰州鼓子经典曲目，培养学生正确的音乐价值观、树立正确的音乐审美观、

培养民族音乐情感、建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并可以进行相关研究。 

四、西北民族音乐通渭小曲专题研究（4 学时） 

    主要内容： 

   （一）通渭小曲音乐体系、 曲牌结构特点         2 学时 

   （二）通渭小曲演唱特征及代表性曲目分析        2 学时 

   （三）通渭小曲田野采风实践                     

    基本要求：了解通渭小曲基本音乐特征，并进行田野采风实践，让学生能够

掌握通渭小曲经典曲目，培养学生正确的音乐价值观、树立正确的音乐审美观、

培养民族音乐情感、建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并可以进行相关研究。 

 



五、西北民族音乐河西宝卷专题研究（4 学时） 

    主要内容： 

   （一）河西宝卷音乐体系、 曲牌结构特点         2 学时 

   （二）河西宝卷演唱特征及代表性曲目分析        2 学时 

   （三）河西宝卷田野采风实践                      

    基本要求：了解河西宝卷基本音乐特征，并进行田野采风实践，让学生能够

掌握河西宝卷经典曲目，培养学生正确的音乐价值观、树立正确的音乐审美观、

培养民族音乐情感、建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并可以进行相关研究。 

六、西北民族音乐秦陇道情专题研究（4 学时） 

    主要内容： 

   （一）秦陇道情音乐体系及音乐特点              2 学时 

   （二）秦陇道情演唱特征及代表性曲目分析        2 学时 

   （三）秦陇道情田野采风实践                     

    基本要求：了解秦陇道情基本音乐特征，并进行田野采风实践，让学生能够

掌握榆林小曲经典曲目，培养学生正确的音乐价值观、树立正确的音乐审美观、

培养民族音乐情感、建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并可以进行相关研究。 

七、西北民族音乐秦腔专题研究（4 学时） 

    主要内容： 

   （一）秦腔音乐体系、 曲牌结构特点             2 学时 

   （二）秦腔演唱特征及代表性曲目分析            2 学时 

   （三）秦腔田野采风实践                    

    基本要求：了解秦腔基本音乐特征，并进行田野采风实践，让学生能够掌握

秦腔经典曲目，培养学生正确的音乐价值观、树立正确的音乐审美观、培养民族

音乐情感、建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并可以进行相关研究。 

八、西北民族音乐西北花儿专题研究（4 学时） 

    主要内容： 

   （一）西北花儿音乐曲令、结构特点              2 学时 

   （二）西北花儿演唱特征及代表性曲目分析        2 学时 

   （三）西北花儿田野采风实践                     

    基本要求：了解西北花儿基本音乐特征，并进行田野采风实践，让学生能够

掌握西北花儿经典曲目，培养学生正确的音乐价值观、树立正确的音乐审美观、



培养民族音乐情感、建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并可以进行相关研究。 

九、西北民族音乐陕北民歌专题研究（4 学时） 

    主要内容： 

   （一）陕北民歌音乐结构特点及艺术特征          2 学时 

   （二）陕北民歌演唱特征及代表性曲目分析        2 学时 

   （三）陕北民歌田野采风实践                     

    基本要求：了解陕北民歌基本音乐特征，并进行田野采风实践，让学生能够

掌握陕北民歌经典曲目，培养学生正确的音乐价值观、树立正确的音乐审美观、

培养民族音乐情感、建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并可以进行相关研究。 

《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与采风实践》教学内容进度表 

章次 内      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践课时 

一 西北民族音乐的艺术特征 4 4  

二 中国民族音乐与西北民族音乐 4 4  

三 西北民族音乐兰州鼓子研究 4 2 2 

四 西北民族音乐通渭小曲研究 4 2 2 

五 西北民族音乐河西宝卷研究 4 4  

六 西北民族音乐秦陇道情研究 4 4  

七 西北民族音乐秦腔研究 4 2 2 

八 西北民族音乐西北花儿研究 4 2 2 

九 西北民族音乐陕北民歌研究 4 4  

八、考核要求 

采用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综合考核方式。成绩评定：成绩以百分制计算。课

堂提问讨论表现及作业 40%，期末考试 60%。开课学秋季期一年级研究生开设，

学分 2 学分，18 周共 36 学时，每周授课 2 学时。课程结课时，要求每个学生独

立完成一篇论文，并根据论文的质量，由教师评分。考试方式为平时笔记、论文

抽查，学期结束以论文方式进行考核，每个学生撰写一篇不得少于 5000 字数的

专题文章进行评价，采用百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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