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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媒体与民乐传承的相关概述

1.1 新媒体的概念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革新，短视频、公众号、各类 APP 等

新的媒介平台如雨后春笋般问世并迅速发展，这类新的信息

传播媒介被统称为新媒体。 [1]

1.2 民乐的概念

民乐是中国民族乐器和中国民族音乐的统称，它是我国

特有的，蕴含着中华儿女巨大智慧的宝藏。这个宝藏种类众

多，有二胡、扬琴、琵琶、唢呐、笛子、阮等等，每一种乐器，每

一首乐曲，都是在我国劳动人民的精心雕琢下完成的。罗丹

曾说过:“生活中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2]而

民乐的美，正由于缺乏一双双发现它的眼睛，正在人们的生

活中渐渐销声匿迹。

1.3 我国传统民乐发展的现状及传承意义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不同地区、不同环境和不同

民族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凝聚着中华炎黄子孙无穷智慧的民

族乐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百花园中争奇斗艳，都展现出了各

自独特的魅力。然而光阴流转，时代变迁，随着东西方文化的

交融碰撞，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似乎正在被不断的边缘化。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很多人对我国传统民族乐器的了解

普遍低于对西洋乐器的了解。人们通常能分辨出各类西洋乐

器却很难分清楚传统民族乐器，以至于古筝、中阮、柳琴经常

被混为一谈。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优秀民乐作品正因为民

族乐器演奏者的逝世而迅速在大众的生活之中消逝。那些在

大街小巷传唱的乐曲，现在却已然消失了踪影。2001 年 10
月,“女子十二乐坊”在京隆重推出, 在那个流行音乐一统天

下的时代，民族音乐摆脱不了低迷的现状，国内很多人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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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们遗忘。

随着互联网蛋糕的做大，越来越多的音乐流派都找到了

自己的目标受众群体。浏览各大音乐应用 APP，我们可以欣

喜的发现，民谣音乐的崛起从侧面反映出传统民乐坚韧的生

命力，它并非已然消逝，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融入我们的生

活，由此可见，民族乐器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理

应被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

2.新媒体背景下关于大学生对民乐的了解程

度的调查分析

2.1 查的结果及分析

“新媒体背景下，我国大学生传统音乐教育普及研究”的

问卷调查主要分为以下 3 个部分：

（1）大学生对于民族乐器的了解程度调查：根据调查可

知，除音乐相关专业以外，大多数其他专业大学生都无法精

准地辨别出各种民族乐器。此次调查通过使用不同的民族乐

器图片让各专业大学生进行辨认的方式进行。调查结果表

明，尽管大部分音乐专业学生能够有所了解，但其他专业只

有极少部分学生能够将民族乐器的图片与名称相互对应。为

了增强对比性我们又列举了几张普通的西洋乐器图片，让大

学生们进行辨别，发现绝大多数的大学生都能够很好的将他

们一一辨识出来。由此可见，大多数的大学生对民族乐器曲

的了解情况不尽如意，有待进一步提升。

（2）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调查：令人可喜的是，

大部分大学生能够理性客观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性。在“您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时，10%的

学生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瑰宝，应当继承与发扬；

70%的人大学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成果

显著，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我们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的大学生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确实有一些成果，但是不适

合现在的年代，已经过时了”；还有 18%的大学生对中国传统

文化表示“没什么看法”。从调查结果来看，新一代的大学生

对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大多数的学生是可

以做到理性客观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

（3）新媒体对大学生学习生活影响的调查：随着电子科

技的深入发展，国内大学生学习生活方式正在被新媒体所重

塑，通过对大学生每天使用新媒体媒介，包括但不限于手机，

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的时间调查，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绝大

多数学生每天在新媒体上花费的时间超过了 3 个小时。其中

3~6 个小时占比高达 64%, 6~9 个小时的重度用户占比

14%，每天花超过 9 个小时以上的深度用户占比 5%，仅只有

7%的大学生使用时间在三个小时之内。为了进一步了解广

大在校生群体对新媒体平台的需求和依赖，我们还追加了

“大学生对其学习和生活已离不开新媒体的认同态度”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87%的学生都同意该观点（包括非常认同

和认同），7%的学生不确定，仅有 6%的学生不认同该观点。

3.新媒体背景下高校加强大学生传统民乐教

育的路径选择

3.1 转变思想观念，加强传统民乐文化普及宣传

唯有先接触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才能学习与继承

优秀的传统民乐。可以通过校园活动，如民乐音乐节，了解民

乐传统经典乐曲，培养大学生对民乐的兴趣。在课余时间，建

立民乐小组，以引导学习为主，在保持能良好传播民乐知识

的同时，考虑吸纳一部分对民乐感兴趣的成员加入民乐小

组。最为重要的是，借助新媒体渠道，如微信公众号、抖音、

QQ 群等形式，向学生群体传播民乐知识与趣闻。通过以上举

措，能够使得扩大受众，增强民乐的影响力。

3.2 借助新媒体优势，完善学习平台建设

现如今 5G 等数字新基建的迅速建设与完善为线上教学

提供了新媒介，而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为线上教学平台的构

建提供了最为理想的解决方案。通过手机 APP 提供直播教

学，可以极大的解决老师授课场景的限制问题。因此，通过建

立线上平台，提供民乐教学视频的方式，发布到校园官网或

者微信公众平台上为大学生提供学习资源。这不仅可以广泛

吸引热爱民乐的大学生，而且能进一步增强自身影响力，并

潜移默化地转变先前固有的思想观念，为民乐教育的进一步

开展打下基础。

3.3 加快师资力量整合，开展线上线下双教学

根据目前所完成的问卷调研以及走访调查看，想要长久

地吸引住潜在的愿意学习民乐相关知识与技能的学生，并使

之转化为忠实爱好者，仅仅依靠有限的线上宣传，开展线上

教育是远远不能满足于用户需求的，必须加快整合师资力

量，把线上平台教学与线下实时教学两种不同的教学模式相

结合，通过推出名师巡回宣讲会，举办各种民乐演出等一系

列有助于增强线下存在感与影响力的措施，展现民乐的价

值，让更多人认同新型民乐教学模式。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

线上教学功能，推出更多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民乐知识教育，

最终完成线上线下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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