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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管弦乐团排练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思考
——以《春节序曲》为例

周泽汉  崔雁涛  马磊
巢湖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摘要：在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已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作为美育实践的重
要载体，高校管弦乐团排练课程因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与文化传播功能，在育人体系中占据特殊地位。本文以经典民族管弦乐作
品《春节序曲》的排练教学为切入点，探索专业音乐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的创新路径。通过系统化教学实践与持续性教学反思，
既关注师生音乐技艺的精进过程，更着力于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表达，力求构建技术训练与文化浸润深度融合的教学范式，实现
专业技能提升与价值引领的双重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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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管弦乐团排练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
的意义

（一）落实立德树人、增强文化自信
将思政元素融入管弦乐团排练课程，是高校

贯彻“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重要举措。通过在
音乐教育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能够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管弦乐团在排练过程中演奏的许多经典作品，如
《红旗颂》《我的祖国》等，蕴含着丰富的革命
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通过学习和演奏
这些作品，学生能够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和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增强文化自信
和民族自豪感。

（二）促进协同发展、创新教育形式
音乐教育本身就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思政元素的融入则进一步强化了德育功能。通过
将思政教育与音乐教育有机结合，学生不仅能够
提升音乐技能，还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思想道德
教育，实现美育与德育的协同发展。同时将思政
元素融入管弦乐团排练课程，丰富了思政教育的
形式和内容。通过音乐这一艺术形式，将抽象的
思政理论转化为生动的音乐实践，使思政教育更
加贴近学生生活，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二、高校管弦乐团排练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
思考 - 以《春节序曲》为例

（一）作品选择上课程思政的构想
《春节序曲》[1] 是李焕之先生于 1953 年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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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农村考察、采集音乐素材时所作，创作初衷
是应舞蹈家戴爱莲之托为其谱一首舞曲。谱成后
因各种原因未能达成合作，该作品最后作为管弦
交响作品《春节组曲》流传下来。《春节组曲》
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是第一乐章《序曲—大秧
歌》、第二乐章《情歌》、第三乐章《盘歌》和
第四乐章《终曲—灯会》。《春节序曲》是由《春
节组曲》中的第一乐章《序曲—大秧歌》独立而
来的。选取这部作品原因有二 [2]：其一，该作品
是近代中国管弦乐作品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作品
本身内含丰富的民族文化和红色精神，思政元素
融入、挖掘的切入点多，对于完善研究有很大帮
助。其二，该作品整体难度相对适中，再加之民
歌旋律朗朗上口，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有利
于拓宽受众、传播作品，增加课程思政影响力。

（二）作品曲式中思政元素的剖析
《春节序曲》[1] 全曲采用复三部曲式，结构

上分为引子、第一段、过渡、第二段、第一段再
现组成。具体曲式结构详见下表 1

表 1  《春节组曲》曲式分析表

一级结构 引子 第一段 过渡 第二段 第一段再现
小节数 34 82 22 40 54

小节区间 1-34 35-116 117-138 139-178 179-232
调性 G 徵 C 宫 - G 徵 C 宫
节拍 2/4 - - 4/4 2/4

如表所知，《春节序曲》整体以五声调式为主，
西洋大小调为辅进行谱曲，段落结构简洁明了，
具有浓厚的民族音乐色彩。开篇的引子以铜管与
打击乐为主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G 徵调式，
每分钟 132 拍速度）（如图一），通过强弱对比
展现新年里爆竹声声、热闹欢腾的新春音响。从
引子这里的曲式安排可以剖析出，其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使整部作品的基调充满了热闹、热情
和欢乐的情绪，尽显“春节”这一深植于民族文
化骨髓中的节日特色。

图一

第一段落是全曲重要的核心段落，也是最长
的段落，作者将在这里汇聚了大量的民族旋律，
其中主要取材陕北秧歌《大摆队》（如图二）。
第一段落继承了北方秧歌音乐的进行，同时以西
洋作曲手法在段落收尾处利用剪裁和半音模进等
作曲手法对秧歌旋律进行改编和情绪递进，使音
乐进行变得更加细腻、有层次，使音乐情绪活灵
活现、富有生机。仔细研究这一段落的曲式结构
后可以发现这一段落思政元素主要体现在弘扬民
族文化上，作品利用不同的曲式手法对民族旋律
变化凸显，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进一步推广了
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图一

第二段落是全曲的转折、对比性段落，该
段的旋律主体取材于陕西民歌《二月里来打过
春》（详见下图四），从谱例可知该段落为徵调
式，速度变得舒缓，节奏拉长，节拍由 2/4 转为
4/4，音乐的歌唱性和叙事性得到极大加强，与
第一段落形成鲜明对比。原版民歌共有五句，一、
二句陈述旋律，曲式上是“起”和“承”，三、
四句与一、二句相对比，曲式上是“转”与“合”，
第五句是第四句的扩充，起到强调与收束的作用。
在《春节序曲》第二段落中，作者分别以独奏和
合奏陈述了两遍《二月里来打过春》的旋律，在
段落结尾处融入了秧歌的旋律，为第一段的再现
做了良好的铺垫。这一段落思政元素主要体现在
中华民族的“和”文化上，作品利用《二月里来
打过春》的旋律，渲染了一幅“万家灯火过新年”
和谐景象，简单的旋律传递着深厚的情感，同时
在段落结尾处有开放式过渡，侧面体现出出兼容
并蓄，承上启下的民族气节。

“第一段再现”是对第一段旋律的变化再现，
大部分内容与第一段相同，但整体的小结构进行
却是与第一段相反，例如，对答式旋律和锣鼓喧
天的齐奏部分在第一段落原本分别是在开头和结
尾处出现，而在“第一段再现”段落中两个旋律
的位置正好互换，以“齐奏”承接，以“应答”
最后进入结尾，在曲式结构安排上体现出一种对
称美，与中华“团圆”文化的内涵不谋而合。

（三）作品排练中对思政元素的体现 
《春节序曲》中有很多借鉴民族戏曲、歌曲

以及民族器乐演奏的地方因此想要让管弦乐团排
练出更接近原作的效果除了乐团排练完成分谱练
习之外还要融入一定民族音乐文化的理解与学
习。具体如下：

弦乐组排练时需注重运弓的弹性与颗粒性，
第一段落演奏时主题呈现需保持弓段分配的精确
性（上 1/3 弓位跳弓），同时注意微分音装饰，
可以借助以下分解练习来达到演奏目的（如图
三）。第二段落弦乐组在演奏旋律时可以借鉴板
胡的 " 压揉 " 技法（通过左手手指在弦上进行揉
动使琴弦的振动产生细微的变化），从而产生出
独特的音色和情感表达，让整体的旋律更加具有
歌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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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管乐声部的演奏主要对音准、音量和节奏方
面需要多多注意，如双簧管声部第二段落独奏段
（如图 4），在排练时需要跟乐手说明一下该段
落的演奏情绪以及要点，重点讲解陕西民歌《二
月里来打过春》的相关知识，再结合乐手自己的
理解逐步引导其演奏出“万家灯火过新年”音响
效果。在演奏技法上需提示乐手有意识控制哨片
振动频率，通过气息调控实现 " 腔化 " 音色，表
现出民间歌谣的婉转特质。

图四

打击乐组是整个《春节序曲》排练中最重要
的一部分，打击乐承载着整部作品的力度、节奏
和音响进行，所以在排练打击乐方面需要精益求
精，训练打击乐声部时可以引入 " 锣鼓经 " 训练
体系，该体系是中国传统音乐中用于训练打击乐
器演奏技巧和节奏感的一套体系。它包含了丰富
多样的锣鼓节奏组合和符号标记，通过对这些锣
鼓经的反复练习，演奏者可以熟练掌握各种锣鼓
节奏型及其变化。通过这般训练可以使打击乐组
在排练《春节序曲》时更加游刃有余，契合作品。  

分声部的指导训练初见成效之后要进行合奏
排练，在具体作品排练中可以融入多种课程思政
设计，如建立 " 听 - 观 - 演 " 三维教学模型：先
聆听 1956 年中央乐团历史录音，再观摩陕北秧
歌影像资料，最后落实在作品排练上，构筑良好
的排练氛围，将思政教学潜移默化融入到排练过
程中。再比如，排练中还可以穿插作品相关的事
迹来辅助乐手理解作品，例如在排练全奏高潮时，
结合乐谱手稿展示作曲家三易其稿的创作历程，
阐释文艺工作者的工匠精神。还比如设计 " 音乐
中的家国情怀 " 主题讨论，引导学生从调性转换
理解作品的情感叙事逻辑。运动多种教学手法将
思政元素贯穿于作品的学习月排练中。  

三、教学效果与反思

以巢湖学院管弦乐团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
访谈，我们了解到学生对这种融入思政元素的教
学方式普遍持积极态度。90% 以上的学生表示，
通过这部作品排练加深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理解，增强了文化自信；85% 的学生认为，团队
协作能力的提升对他们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具有重
要意义。此外，调查还显示，78% 的学生认为这
种教学方式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使他们更加

主动地参与到音乐学习中。70% 的学生表示，通
过参与管弦乐团的排练和演出，他们的艺术素养
和审美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访谈中，许多学生
提到，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让他们在音乐技能上有
所进步，还让他们在思想层面受到了深刻的启发。
例如，有学生表示，通过排练《黄河大合唱》等
经典作品，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华民族的历
史和精神，增强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还有
学生提到，在排练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如何与不
同背景的同学合作，培养了团队精神和沟通能力。
这些能力的提升不仅对他们的音乐学习有帮助，
也对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总的
来说，巢湖学院管弦乐团的教学实践表明，将思
政元素融入音乐教育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技
能，还能在思想层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为培养德
艺双馨的艺术人才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在整个管弦乐团排练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过
程中带来了一些启示和反思：第一，课程中思政
元素的融入要自然贴切，避免生搬硬套；第二，
要注重学生的参与体验，通过实践活动深化思想
认识；第三，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全面评估
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进一步深化课程思政建设，
构建系统的课程思政体系，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
管弦乐团排练课程的全过程，形成完整的教学体
系。第四，建立协同育人机制：加强与其他院系、
部门的合作，形成思政教育的合力。可以与马克
思主义学院合作开发课程，与学工部门联合组织
主题活动，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第
五，开发特色教学资源围绕《春节序曲》等经典
作品，开发系列教学资源，制作多媒体课件、编
写教学案例、建立音视频资料库等，为课程思政
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第六，拓展实践平台，组
织学生参与更多社会艺术实践活动，如社区演出、
文化下乡、志愿服务等，在实践中深化思想认识，
增强社会责任感。

四、结语

本次教学实践表明，将思政元素融入管弦乐
团排练课程是可行且有效的。通过《春节序曲》
的排练，不仅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水平，也实现了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这种教学模式为高校音乐
教育的改革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有助于培养德
艺双馨的艺术人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课程思政建设，
探索更多有效的教学方法和途径，为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同时，我们也
期待与更多高校音乐教育工作者交流经验，共同
推进高校美育工作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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