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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方瑶族歌舞培训探究与实践

◎劳秀梅
摘要：瑶族歌舞是展示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形式，原始的家庭传承方式与社会传承方式渐渐消失，瑶族歌舞文化进入

校园培训与教育模式。本文首先分析系统培训瑶族歌舞的必要性，然后探讨了瑶族歌舞培训的过程与方法，以期为其他民

族的歌舞培训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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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与舞蹈是人类最具魅力的艺术。

歌者与舞者通过歌声或肢体语言表达自己

的情感并传达一些思想。在我国，许多少

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歌舞风格，丰富多

彩的少数民族歌舞是我国文化和艺术的重

要组成部分。

两安瑶族乡位于广西贺州市钟山县

西北部，总人口 1.7 万，其中瑶族人占

98%。该乡镇保存了相对完整的瑶族民俗

与歌舞文化，《门唻歌》《羊角长鼓舞》

和《竹梅蝴蝶歌》已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门唻歌》为二声

部民歌，散拍，低声部低回婉转，高声部

清脆响亮，《门唻歌》有大量衬词，曲调

延绵悠长。《羊角长鼓舞》属于团体舞，

可以同时数百人参加，动作元素与瑶族舞

蹈相似，以跳、跃、蹲、转、腾、挪等基

本动作展示瑶族人乐观 向上，坚毅果敢的

优秀品质。

数千年来，瑶族歌舞有着灿烂而辉煌

的文化和历史。但是，目前瑶族传统歌舞

的传承和教育在社会和学校中都存在很大

的不足，严重影响了瑶族传统歌舞的未来

发展，令人担忧。以下是对广西钟山县瑶

族歌舞培训方面的调查，以探索瑶族民间

歌舞的教育和传承。

一、钟山县瑶族歌舞培训现状调查分析

（一）调查现状——以本地《门唻歌》

为例

调查对象主要是学生，包括钟山县职

业技术学校、两安中学、两安中心校，接

受调查的376人中，有3%的同学回答“很

了解”《门唻歌》，50% 的同学表示“了

解一点”，47%的同学反映“几乎不了解”。

但在问到是否愿意学习这首歌曲时，14%

的同学表示不愿意，20% 的表示无所谓，

6６%的表示愿意学习。

（二）现状分析

随着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世界文化

的多元化，地方民族歌舞文化如果再单纯

依靠原始的传承方式很难再续，应该将当

地民族歌舞文化引入校园，依靠教师、课

程，教材，实训基地等元素有组织、有计

划、系统地传承与创新。调查结果显示，

真正愿意学习当地瑶族歌舞的学生只有

６６%，如何能做到让所有的学生都想学，

喜欢学，会创新，从而达到打造新型学徒

制，培育有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的传承人

才的目的，在６年的教学生涯中，我与我

的团队在不断地探索与实践。

二、瑶族歌舞培训设计

（一）培训理念与思路

建立健全教育体系，改变人才培养模

式，做到就业有技能，升学有根本。坚持

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能力与素质兼容，除

为高校培养双向型人才外，培养实用型人

才，服务地方旅游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二）培训过程与方法

1. 师资队伍建设

教给学生一滴水，教师要有一桶水。

在开展培训前，专业教师团队进行大量实

地调研、采风，深入系统学习当地瑶族歌

舞文化，同时聘请传承人、民俗专家、行

业专家到校指导，形成一支由传承人、行

业专家、专业教师、兼职教师的复合型人

才师资队伍，打造新型学徒制，培育有实

践经验和创新能力的传承人才。

2. 确立校本教材

（1）经过反复调研与采风，走进瑶

民生活，走进地里田间，参加本地瑶族节

日、庆典、祭祀活动，并把其录制成音频、

视频，认真揣摩，形成校本教材雏形。

（2）查访民间古籍，收集民歌素材，

汇总本地瑶族历史文化，研究瑶族民歌唱

法、唱腔，汇编成校本文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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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及学生特点

细分教材。

3. 设立相关专业课程

在学校原有课程基础上，根据不同

专业设置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我们以

学前教育专业为核心专业，增设了瑶族

民俗文化、瑶族歌曲、瑶族舞蹈为必修

课程，瑶族歌舞鉴赏、瑶族手工、瑶族

服饰、瑶族剧为选修课程。学前教育专

业以外的其他专业，则以瑶族民俗文化、

瑶族歌舞鉴赏为选修课程。这样的课程

安排可保证全校所有专业不同程度接受

瑶族歌舞文化培训。

4. 丰富培训内容，增加学生学习兴趣

在培训过程中，始终贯彻“寓教于乐”

的教学理念，将瑶族文化知识转化为传统

民间故事，以故事形式引起学生的兴趣；

将瑶族饮食文化发展纳入当地日常生活，

比如教学生打油茶，并一年一度举办打油

茶比赛；将技能转移纳入综合素质培训；

将瑶族的民风习俗融入到角色体验中，增

强学生学习的乐趣和自主性。

5. 在传承的基础上学会创新

在熟识瑶族歌曲的唱法唱腔后学习创

编，比如先学习改编歌词，进而学习创编

二声部；在训练掌握《羊角长鼓舞》的基

本动作技巧后，可以让学生用同样的舞蹈

动作元素表达不同的主题。在传承中创新，

可以使学生将知识、技能与素质有效地融

为一体。

6. 建立校内外实训基地是培养高等技

术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基本途径

校内实训基地可以满足校内民族歌舞

教学实训和对外培训、参观展示，民族歌

舞体验。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不同的

教学基地，采取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本

着资源互补、资源共享、互利互惠的原则，

在开发、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基

地的优势资源，共同促进区域民族音乐发

展。充分体现职业情境氛围，同时保证教

学基地的高效运转，满足学生实习培训及

舞台表演培训，提高使用功效。

7. 成立相关社团，辐射全校专业

成立瑶族民歌合唱团，瑶族舞蹈兴

趣小组，瑶族服饰手工社团等，以社团

活动补充课内培训，将瑶族歌舞辐射至

全校师生。

8.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各类技能大赛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心理

素质，更能提升学生的职业素质。从教学

层面上说，突出“人人有绝活，个个都出

色”，从传承层面上说，突出人才筛选与

保护，从科研角度层面上说，人才培养的

改进与反思，提炼精品。我校自成立民族

艺术（瑶族歌舞）文化传承与创新职业教

育基地以来，每年均举办瑶族文化传承技

能大赛暨才艺展示活动周、瑶族歌舞专场

比赛，校外参加各级别的技能大赛，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提升教师的教学理

念和教学水平，更为瑶族文化传承创造了

良好的文化氛围，进而促进师生传承民族

舞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9. 服务地方，参与地方政府各类推广

活动

歌舞艺术的教学，需要演艺平台，既

能提高自身技能，也能产生效益。联合行

业或民间组织，如文化中心的商演、旅游

公司的商演，参与地方民间节庆，参加由

本地政府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将当地瑶

族歌舞文化推广开来。

10. 设置考核评价制度

（1）过程考核：主要针对课堂表现，

包括回答问题、分组讨论、平时作业等情

况进行评价，占比 30%。

（2）期末考核：综合考核学生对瑶

族文化理论知识、瑶族作品鉴赏、歌舞技

能技巧等方面的掌握程度，占比 30%。

（3）活动考核：主要通过学生参与

的活动表现、比赛表现分析学生的知识技

能掌握程度，以便做出更好调整，占比

40%。

三、结语

瑶族的歌舞汇集了瑶族传统文化的

伟大成就，传达了瑶族的思想，信仰和

生活条件，并记录了瑶族的社会文明和民

族历史的发展。通过“瑶族歌舞文化”课

程的培训和建设，瑶族传统文化将进入培

训和教育阶段，为广大学生了解当地文化

打开一扇门。它也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传

承，促进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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