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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音乐教育是社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途径之一，对

构建和谐社区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部分地区不同类型的社区音乐教育开展

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结合我国社区的实际情况，对其应有的发展空间进行探讨。

一、作为社区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社区音乐教育

社区教育是信息时代下探索教育新理念、新方法、新举措的具体体现，它以人为核

心，以社会关系链为基础，以活动为中心，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社交方式，同时也改变着

人们的学习方式，实现教育资源的流通和共享。在我国，社区教育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

代初，是在总结原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社区教育

的理念，从国内不同地域的实际出发，通过试点逐步发展起来的。社区教育是构建终身

教育体系的理想途径之一，无论是从幼儿教育到老年教育，还是从文化教育到职业教育，

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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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音乐教育是音乐教育在社会中普及和推广

的 重 要 途 径。 社 区 音 乐 教 育 利 用 社 区 资 源 对 社 区

居 民 进 行 包 括 音 乐 技 能、 音 乐 素 养 在 内 的 审 美 情

趣、 审 美 意 识、 审 美 水 平 的 整 体 提 升， 既 有 利 于

社 区 居 民 的 身 心 健 康， 帮 助 他 们 共 筑 美 好 生 活 愿

景， 更 能 有 效 提 高 居 民 整 体 素 质， 体 现 出 社 区 教

育服务社会治理的强大功能，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

积极而重要的意义。同时，随着社区居民对以音乐

教育为主导的社区人文艺术教育多元化需求的变

化，社区音乐教育还能结合国家推进的以弘扬和传

承传统优秀文化的相关政策，实现文化自信的宏伟 

目标。

二、我国部分地区社区音乐教育开展情况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各地区社区音乐教育的

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区

音乐教育情况研究是一项大工程，需要经过专业的、

系统的统计和调研。因此，笔者在此仅通过几个典型

案例，从微观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

（一）以政府为主导推进社区音乐教育

2010 年，沈阳市委、市政府依托沈阳广播电视

大学优质的教育资源成立了辽宁省第一家市级社区大

学—沈阳社区大学。2016 年，沈阳教育局提供经费

支撑，指导沈阳社区大学开展“送课进社区”活动，

使其成为沈阳市教育局的终身教育品牌项目，同时也

是一项常态化的社区教育工作。沈阳社区大学不仅为

各区、县社区学院协调和整合全市的社区音乐教育课

程资源，及时向社区分派优秀的声乐教师，还会定期

开展社区教育志愿者培训，解决社区音乐教育师资短

缺等问题。

根据2017年、2018年沈阳市“送课进社区”活动

教学实践的统计，声乐、合唱艺术培训累计受众9.3

万人次，累计课时约8300学时，共有107名教师参

与，其中专职教师（社区学院）11名、兼职人员（音

乐院校和文艺团体）37名、志愿者（社区达人）59

名。沈阳社区大学以专业骨干教师为主体，向社区派

送合格的教育志愿者，解决了师资短缺的困难。

表 1　沈阳社区大学 2017 年、2018 年音乐类课程统计表

类别 年份
社区
数量

参与授课
教师人数

参与
人数

授课
次数

声乐
2017 年 7—12 月 30 6 8030 240

2018 年 1—8 月 22 6 5678 134

键盘类
2017 年 7—12 月 6 2 794 54

2018 年 1—8 月 6 3 1011 72

音乐史 2018 年 1—8 月 1 1 380 20

“送课进社区”活动促进了社区声乐、合唱音乐

教育队伍的壮大与发展，更重要的是使全市 115 个社

区直接受益。经过长期专业、系统的课程培训后，各

社区合唱团的水平显著提高，也带动了社区音乐教育

教学质量的总体提升。

当然，并不是所有居民都能像沈阳社区的居民一

样，足不出户就能接受专业教师的定期授课，这得益

于当地教育部门对社区音乐教育这项工作的重视。“政

府投入，百姓受益”，是服务于市民终身学习的社区音

乐教育最有效的途径。

（二）多方融合的社区音乐教育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社区学校于 2005 年成立后，

提出了“融古、融今、融国际”的理念，并于 2014

年进一步深化提升为“融资源、融文化、融服务”。

1. 融资源

金融街社区学校地处北京市黄金地带，其金融文

化资源、属地政府资源、一级一类名校资源、王府建

筑资源和音乐学院资源，为市民终生学习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特别是与中央音乐学院一墙之隔，能够优先

享受着音乐师资力量、图书资料与世界顶级的教育理

念资源。

另外，金融街社区学校通过融入政府、教委资金

和政策制度资源，解决了教育教学资金短缺的问题。

比如，其融入了政府机构—金融街街道办事处资源，

因此有北京音乐厅为其提供演出场地 ；通过来自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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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金融街 19 个居委会的党、政、工、商、学等各界

人士共同参加社区音乐活动，还能带来各行业的支持。

2. 融文化

即融歌、乐、舞三位一体的社区音乐教育模式。

在融入王府音乐文化中，学校为市民的终身学习搭建

了音乐教育平台。比如创建“八音宫廷雅乐展演工作

室”，将我国古代的宫廷雅乐、宫廷燕乐、清代的离

宫燕乐、皇家庆典音乐等，配以歌队、舞队，与国乐

团同时呈现在舞台上。

十多年来，地处醇亲王府的金融街社区学校常

用王府的戏楼（现在的多功能厅）举办周末音乐会，

举行京剧、民族器乐等演出活动，还举办了金融街

地区青少年民乐比赛及合唱大师班培训交流等艺术

活动。

3. 融服务

全年龄段覆盖音乐教育模式 ：融老、中、青、少、

幼五个年龄段，其年龄梯次相互衔接。金融街社区学

校和少年宫同为一个单位，工作日学校为中老年学员

所用，周末和晚上又有多个艺术特长班在此开展社区

音乐教学。

同时，将普及教育与提高课程相互融合 ：社区居

民可以参加普通课程学习，也可以经过选拔进入兴趣社

团。兴趣社团团员可以经常参加大型演出和重要活动。

（三）借力非遗传承发展社区音乐教育

随着市民音乐教育需求的变化，成都的社区教育

在师资力量、资源建设、平台建设、模式和运行机制、

学习组织建设等方面逐渐成长，朝着更加多元化、特

色化的方向发展。同时，探索包括社区音乐教育在内

的市民艺术教育发展模式，成为社区大学的重要工作

任务之一。

为了更好地弘扬和传承天府优秀传统文化，成都

社区大学建成了市民非遗体验学习中心，并积极整合

区域相关资源，逐步在区（市）、县建设市民非遗体

验学习基地，通过非遗体验课、推广活动、非遗表演

课送教等形式，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学习和传承活动。

比如，举办了古琴初级班、进阶班、传承研习班，剪

纸传承研习班等 ；积极引导市民建立自主学习团队，

常态化开展京剧、古琴、四川清音、莲萧、四川盘子

等非遗项目的学习活动 ；与锦江区联动开展川剧游学

体验等活动 ；启动非遗音乐表演课进机关、学校、社

区系列公益送教等活动。同时，不断充实终身学习平

台资源，在 2018 年新增的 200 个微课中重点打造了

合唱、古筝、戏曲等传统音乐相关课程。成都社区大

学所举办的一系列非遗传承教育活动，极大地丰富了

社区音乐教育。

以上几个地区在社区音乐教育方面的实践和摸

索，不仅总结了一定的经验，促进了社区音乐教育的

理论研究，而且通过各种活动的举办也为全国的社区

音乐教育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

三、对我国社区音乐教育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秉持“开放性、参与性、互动性”的社区

音乐教育理念

每个人都有权利也有能力去演奏、创造并欣赏他

们自己的音乐，积极的音乐创作在任何时期都应得到

社会各界的鼓励和支持。社区音乐教育让更多的人走

进音乐，并不只局限于动员会员们参与音乐制作，还

要为个人和集体提供一个表达自己的艺术、社会、政

治及文化观点的平台。更为重要的是，社区音乐活动

不仅追求音乐方面的卓越和创新，还可以促进经济发

展、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以各种方式补充、拓展

音乐教育的结构层次并与之相互促进。这是“国际社

区音乐教育委员会”（Commission for Community Music 

Activity，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下属七个委员会之一）对

社区音乐教育特点及其社会价值的肯定。同样，英国

社区音乐组织“社区音乐威尔士”（Community Music 

Wales）也认为，音乐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享受，给

人以教育并帮助人们增长见识，社区音乐教育的发展，

除了政府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参与、社区音

乐教育的开放性和个人的需要。

由此可见，“开放性、参与性、互动性”既是社区

音乐教育的特点，更是社区音乐教育开展应该秉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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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念。沈阳社区大学、北京金融街社区学校、成

都社区大学等成功案例，正是得益于这样的理念。

（二）积极探索特色社区音乐教育活动

当前，我国的社区音乐教育正稳步发展，越来越

多的人参与到了社区音乐教育当中。因此，积极探索

适合我国国情、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音乐教育发展模

式是各地社区音乐教育的当务之急。作为一名社区音

乐教育研究者，要继续对各地社区音乐教育的实践案

例进行探索，逐步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音乐教育

范例和理论。

比如自 2017 年起，由沈阳市教育局发起，沈阳

社区大学、沈阳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承办的“沈阳

市社区居民系列大赛”得到全社会的关注，所有参赛

作品都上传至“沈阳终身学习网”，市民可以根据自

己的喜爱程度投票，推选出市民喜爱的作品。其中，

沈阳市首届中老年合唱交流活动尤为引人关注。该活

动旨在普及和提高沈阳市社区合唱团演唱水平，更

为重要的是，比赛之余还会对全市各街道和社区合

唱团的指挥、团长、声部长进行免费培训，最终参

加由沈阳社区文化促进会、辽宁乐为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主办的“沈阳市社区合唱团骨干培训班”，这一

举措为社区声乐、合唱音乐教育发展探索出了新的 

道路。

2019 年，成都社区大学成功举办了大型成都市民

音乐会，通过活动我们可以发现 ：社区居民的音乐水

平普遍较高，提交的节目不仅有独唱、合唱，还有大

型交响乐，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社区音乐的发展水平。

此外，为拓宽社区音乐教育师资渠道，增强师资竞争

力，提升师资专业水平，同时为从事社区教育的教师

提供展示平台，成都社区大学自 2014 年以来先后举

办了四届“能者为师—寻找社区好教师”活动。该

活动覆盖 22 个区、市、县，截止到 2018 年，其遴选

出的优秀教师达 250 余人，他们虽然来自各行各业，

但都用自己的特长感染和帮助着社区的学员们。同时，

也为社区音乐教育多样化、多层次的师资队伍建设提

供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未来，我国的社区音乐教育依然要重视各种活动

和比赛，为更多的集体和个人提供展示区域性文化艺

术的平台。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应高度重视社区教育

工作，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力度，为老百姓实施惠民政

策，让大家在自己的社区就能享受到专业的教育资源。

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各个地区社区音乐教育

的水平依然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我们应根据不同地区

的实际情况、不同城市的发展特点，开展相应的社区

音乐教育，推广实用的、典型的经验。

（三）重视老年人这一社区音乐教育的主体

随着社区教育的发展，针对不同人群，创新发展

模式，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社区群众音乐素

养，成为社区音乐教育的普遍追求。其中，老年人这

一群体对社区音乐教育的需求最为急迫。随着老龄化

时代的到来，各地的老年大学基本上是“一座难求”，

招生简章刚刚发出，名额便已经全部抢空。很多老年

朋友被老年大学拒之门外，强烈的求学欲得不到满足，

积极的参与热情被泼“冷水”，而社区音乐教育正需

要发挥其在社区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成为老年人学习

的“补给站”。此外，很多养老院、疾病康复中心也

应该是社区音乐教育工作者投入关爱的阵地。比如通

过学习歌唱，老年人不仅能掌握正确的发声方法，使

呼吸系统得到调节和锻炼，还能丰富他们的生活，加

强人际交往，提升身心健康水平。

结　语

社区音乐教育的作用不仅仅只是提高歌唱技术、

提升演奏技巧、强调舞蹈动作准确，而是要让人们通

过学习音乐，获得健康的身体和有趣的灵魂。音乐属

于每一个人，或唱或跳，亦弹亦演，人人参与，乐在

其中。因此，社区音乐教育工作者要始终坚持“音乐

属于每一个人”的原则，而作为社区音乐教育的研究

者，我们要将“音乐属于每一个人”的理念与全民终

身学习紧密结合，倡导全民快乐学习。

作者单位 ：国家开放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