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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线老师致敬！
舒泽池

早起看了崔老师和邓老师的一节音乐课的片段，感觉非常“爽”。

这是一堂真正的音乐课，而且是一堂优秀的音乐课。下面讲讲我这样

说的道理。

首先，从头到尾贯穿了音乐：听和唱（特别提醒各位老师：这是

有音级的喔！所以就有调式，有调性，有节拍，有曲式，和那些高价

请来的外国专家没有音级的撕喊根本不同。以后我会专门说明。），老

师带领他们从小三度开始，建立并巩固了大三和弦，这就是所有音乐

调式的基础。尽管一句“乐理”都没讲，学会这些，对于孩子们是终

身受用的。这里面还有调性的转换（是换调不是转调），老师唱得准

（这是基础），学生也跟得准（如果是幼儿，唱得不大准也没有什么

关系，不必太严格）。然后，我看到孩子们都很快乐，这是快乐的音

乐；他们的演唱都很投入，这是情感的音乐；最后，每个孩子的举手

投足还不完全一样，体现了他们的天性，这是张扬个性的音乐。

最后这点还要多说几句，儿童和幼儿的音乐教育，结合动作是对

的，这不是哪位大咖特别高明，而是孩子们年龄段的生理和心理的特

征决定的（按我的说法，又是“天定”的），老师只不过是“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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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育规律，而不是“发明”，如果对待成年和老年也必须这样，那

就没道理了。所以，不可能有“适合 0-100 岁的音乐教学法”，连写

出这样的广告词的音乐大 V 自己也不会相信。欧洲的儿童音乐课上的

动作十分随意，我以为中国的这种予以引导和规范的方法更好一些，

起码是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尽管在这个片段中孩子们一直在动，但

是妥妥的是一堂音乐课而不是体育课，如果是体育课，可以说是不及

格，但是作为一堂音乐课，我觉得很成功。“动作教育”这个说法是

有毛病的，起码奥尔夫和柯达伊，还有郎朗、王二妮都不是因为“动

作”而成为音乐家，从“隔壁老王”那里借东西是可以的，但是不能

喧宾夺主，不能过犹不及。

最后我要说：向一线音乐老师致敬！中国的音乐教育依靠你们，

你们才是真正的专家和大 V。

（写于 2024 年 4 月，改于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