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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改革

2.1 课程开发

2.1.1 《民族铜鼓演奏》、《民族音乐》和《民族舞蹈》课程建

设方案

2.1.1.1《民族铜鼓演奏》课程建设方案

《民族铜鼓演奏》课程建设方案

一、性质和作用

《民族铜鼓演奏》课程，简称《铜鼓》，是铜鼓文化知识与铜鼓

文化技能兼备的实践性很强的技能性课程，它具有音乐、舞蹈艺术的

相容性特征。在几千年漫长的铜鼓文化传承史上，作为一门“课程”

进入校园课堂，是在 2012 年之后。因此，它是一门新兴的课程。《铜

鼓》课程在民族文化传承及特色职业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

作用。通过实施该课程，至少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作用：第一，提升

民族精神境界。通过铜鼓文化传承的一系列活动，使学生更加热爱民

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为自强与自立奠定良好的心理基

础；第二，掌握民族文化知识技能。通过铜鼓文化传承的实践，学生

具有铜鼓文化知识和铜鼓演艺技能，可在就业上多一个筹码。第三，

通过铜鼓文化活动，学生可以融入国际文化交流，找到通向世界的一

座桥梁，成为民族文化的代言人。

二、目标和要求

1.知识目标

掌握铜鼓文化的基本知识；了解铜鼓文化技能的基本类型及其风

格特点；了解铜鼓文化的经典故事作品。

2.技能目标

掌握铜鼓演奏技艺及民族铜鼓舞表演技艺，能够创新编演民族铜

鼓舞节目，组织各种类型的铜鼓文化演艺活动。能够在旅游景区、酒

店、学校、乡镇等单位从事铜鼓文化表演及编排、教学等工作，在社

会团体中胜任铜鼓艺术普及和铜鼓文化演艺活动的组织、策划、管理



54

等工作。

3.情感目标

树立正确的民族文化传承观，培养学生热爱铜鼓文化的情感，提

升民族精神境界。以铜鼓校本教材的使用为抓手开展教学活动，使学

生更加热爱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为民族的自强与自

立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

三、课程内容建设

（一）教学内容设计

本课程内容方面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光耀夺目的铜鼓文化”，

包括铜鼓及其文化的历史渊源、铜鼓的类型及其承载的文化元素、铜

鼓文化的特性及铜鼓的文化功能、神奇的东兰铜鼓文化；第二章“铜

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包括包括河池市铜鼓文化保护与传承概览、

铜鼓文化保护与传承典型校企介绍；第三章“东巴凤铜鼓演奏技艺”，

包括包括东巴凤铜鼓演奏技艺概说、东兰长江流派壮族铜鼓演奏技

法、东兰大同流派壮族铜鼓演奏技法、巴马壮、瑶铜鼓演奏技法、东

兰小型音乐铜鼓演奏技法、创新型铜鼓槌的特点与使用方法；第四章

“东巴凤民族铜鼓舞选编”，包括纯娱乐性壮族铜鼓舞、东兰壮族樁

榔舞、东兰壮族蚂拐舞、 以铜鼓为道具的壮族铜鼓舞、东巴凤瑶族

铜鼓舞；第五章，“铜鼓文化艺术作品选编”，包括红水河铜鼓故事

集锦、铜鼓文化演艺用歌曲选编。

（二）教学方法设计

1.灵活使用讲授法、教师示范、鉴赏法、实操法、表演法、案例

分析法。

2.注重多媒体教学手段。运用电脑、实物投影仪等多种手段进行

教学，增强直观性，提高效果。

（三）课程实施设计

1.制定好计划，安排课程表，明确铜鼓课程的课时分配。

2.确定并分析教学任务。

3.研究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学习活动的特点，了解学生的学习特

点。

4.选择同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教学任务相适应的教学模式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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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5.对具体的教学单元和课的类型和结构进行规划，做出可行的实

施细则。

6.组织并开展铜鼓社团活动。

7.评价教学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及时提供反馈性信息。以上七个

方面在运作过程中构成一个循环往复的动态结构，这便是铜鼓课程实

施的过程。

四、师资队伍建设

《铜鼓》课程教学团队 11 位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教学实践经验

的教师组成，以中青年为主，年富力强，结构合理，配备充足，团队

精神强，整体素质较高，在教学改革中成绩显著。
姓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专业技术职务、特长 学历 专、兼职 是否“双师”

陆英明
男 1968.01 教育心理学高级讲

师；心理健康教育

本科 专职 是

黄德英
男 1971.11 物理高级讲师；民族

文化

硕士研

究生

专职 是

蓝必亮 男 1973.09 美术讲师；民族文化 本科 专职 否

韦盛杰
男 1974.01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文学；民族文化；

本科 专职 是

覃柯翔
男 1990.10 中学语文一级教师；

铜鼓艺术

本科 专职 否

黄银香
女 1988.08 音乐高级讲师；民族

音乐艺术

本科 专职 是

韦仕龙
男 1988.09 中学舞蹈一级教师；

民族舞蹈艺术

本科 专职 否

叶珊珊
女 1994.01 中学舞蹈一级教师；

舞蹈艺术

本科 专职 否

杨英辉 男 1976.06 讲师；电子技术 本科 专职 否

韦兰艳
女 1988.09 教育心理学讲师；民

族文化

本科 专职 是

黄海
男 1990.11 中学一级教师；民族

音乐艺术

本科 专职 否

1.职称结构：团队均为专任教师，其中高级职称 4 人，中级职称

7人，职称结构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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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历结构：团队中硕士研究生 1 人，本科 10 人。起点高，结

构合理，业务能力强。

3.双师素质：团队中被评为“双师型”教师的 5 人，有引领团队

教学科研的驱动力。

4.年龄结构：团队成员中 50岁以上 1人,40—50岁 4人 ,30--40

岁 6人，年龄结构合理。

5.知识结构：团队成员长期在教学一线各个教学环节工作，每个

成员都担任过两门或两门以上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的理论和实践

教学，研究领域（知识结构）涉及计算机、语文、物理、教育心理学、

电子商务和市场营销、民族文化艺术，具有教学改革经历和多项教改

成果，并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及一定的实训室和实训基地建设经验。

五、教材建设

为了在中职学前教育专业技能课程中融入民族艺术，推动我校

“民族艺术（东巴凤铜鼓艺术）文化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地”的建设，

完成课程体系建设与课程开发，课题组决定自主开发编写适合本校学

生的铜鼓文化与铜鼓演奏技艺的教材，特制定本方案。方案具体内容，

另外成文，见本教改项目材料《铜鼓教材编写方案》。

六、实训基地建设

推进“民族艺术（东巴凤铜鼓艺术）文化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地”

建设，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的建设要求，建成 188 平方米的铜

鼓文化艺术展示厅、占地面积逾 300 平方米的铜鼓文化广场、574 平

方米的铜鼓艺术演艺厅、95平方米的铜鼓演奏技艺实训室、30 平方

米的铜鼓文化大师工作坊。

七．考核方式

考核内容主要是铜鼓演奏技法。对各种演奏技法列出技能标准，

进行现场操作测试，主要按百分制打分。也可以按“等级”制打分。

等级制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等。

八、建设步骤时间

1.安排课程表，明确铜鼓课程的开设课时分配；(2)确定并分析

教学任务；(3)研究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学习活动的特点，了解学生的

学习特点；(4)选择同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教学任务相适应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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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具体的教学单元和课的类型和结构进行规划，做出可行的计

划； (6)组织并开展教学活动；(7)评价教学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及

时提供反馈性信息。以上七个方面在运作过程中构成一个循环往复的

动态结构，这便是课程实施的过

九、教学资源建设

1.培养铜鼓演奏技艺尖子生，使其铜鼓演奏技艺达到规范、标准

的水平，然后拍摄其演奏的视频，内容是：“东巴凤铜鼓演奏技艺”，

包括东兰长江流派壮族铜鼓演奏技法、东兰大同流派壮族铜鼓演奏技

法、巴马壮、瑶铜鼓演奏技法、东兰小型音乐铜鼓演奏技法。

2.培养铜鼓舞蹈艺尖子生，使其铜鼓舞蹈达到规范、标准的水平，

然后拍摄其表演的视频，内容是：“东巴凤民族铜鼓舞选编”，包括

纯娱乐性壮族铜鼓舞、东兰壮族樁榔舞、东兰壮族蚂拐舞、以铜鼓为

道具的壮族铜鼓舞、东巴凤瑶族铜鼓舞。

3.编写铜鼓文化宣传册存档、宣传。

2.1.1.2《民族音乐》课程建设方案

《民族音乐》课程建设方案

一、性质和作用

《民族音乐》课程，是河池当地民族文化知识与舞蹈文化技能兼

备的实践性很强的技能性课程，它具有音乐、舞蹈艺术的相容性特征。

在河池少数民族地区传承至今，现在作为一门技能“课程”融入到职

业技能课堂中，因此，它是一门新兴的课程。《民族音乐》课程在民

族文化传承及特色职业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实

施该课程，至少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首先是提升民族精神境界。通过传统民族歌曲文化传承的一系列

活动，使学生更加热爱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为自强

与自立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

其次是掌握民族文化知识技能。通过壮族、瑶族、毛南族等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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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实践，学生具有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知识和歌曲

演艺技能，可在就业上多一个亮点。

二、目标和要求

1.知识目标

掌握桂西少数民族文化的基本知识；了解桂西民族歌曲文化技能

的基本类型及其风格特点；了解桂西民族歌曲文化的背景和经典表演

作品。

2.技能目标

掌握桂西民族歌曲，能够在原有的旋律上填词，组织各种类型的

文化演艺活动。能够在旅游景区、酒店、学校、乡镇等单位从事民族

歌曲文化表演及编排、教学等工作，在社会文化演艺活动的担任组织、

策划等工作，成为一名传承人和优秀创作人。

3.情感目标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文化和积极的传承观，让

学生热爱家乡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提升民族精神境界。以桂西民族

歌曲为校本教材的使用来开展教学活动，为民族的自强与自立奠定良

好的心理基础，使学生更加热爱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

三、课程内容建设

（一）教学内容设计

本课程内容共章：

第一章“壮族”，包括壮族文化的历史渊源、承载的文化元素、

历史沿革、歌圩文化，包括东兰县、马山县、武鸣县田阳县、那坡县

的具有代表性的壮族歌曲。

第二章“瑶族”，讲述了瑶族的历史发展、主要分布、民风民俗、

民族信仰等，主要记载巴马县、都安县、东兰县、大化县的具有代表

性的瑶族歌曲，并作解释。

第三章“毛南族”，主要讲述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简要历

史沿革，毛南族的分布，民歌的格律、毛南人的比歌、欢歌。主要记

载《柳朗咧》《欢歌》《求神歌》的歌曲来源、歌曲大意、歌曲简析

以及演唱提示。

第四章“其他民族”，广西的少数民族除了壮族、瑶族、毛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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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有苗族、仫佬族、侗族等。本章节主要讲述苗族的文化、语言

歌谣特点等，主要记录隆林县苗族、凤山县巴马县汉族和三江县侗族

具有代表性的歌曲。

第五章“本土原创歌曲”，在经过作者同意后，将东巴凤经典歌

曲纳入课本，主要有邱有源作词、戚建波作曲的巴马歌曲《长寿老人》

等。

第六章“经典撷萃”，本章节主要记载广西经典“刘三姐旋律”

和广西代表作品《赶圩归来啊哩哩》《山歌牵出月亮来》等歌曲。

第七章“校歌欣赏”，本章节记载我校三首校歌，即《巴马民族

师范校歌》、《要做旅游业的时代骄子》、《金色的凤凰展翅飞翔》。

（二）教学方法设计

1.注重多媒体教学手段。运用电脑、实物投影仪等多种手段进行

教学，增强直观性，提高效果。

2.灵活使用讲授法、教师示范、鉴赏法、实操法、表演法、对比

练习法、分组讨论法、情景教学法。

（三）课程实施设计

1.制定教学计划，安排课程表，分配民族歌曲课程的课时。

2.研究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学习活动的特点，了解学生的学习特

点。

3.确定并分析各章节教学任务，提高教学效率。

4.选择同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教学任务相适应的教学模式和教学

方法。

5.对具体的教学单元和课的类型和结构进行规划，做出可行的实

施细则。

6.组织编排 4--6 个桂西民族歌曲小组唱或合唱。

7.评价教学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及时得到反馈性信息，并作出适

当调整。

四、师资队伍建设

《民族音乐》课程教学团队 7 位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教学实践

经验的教师组成，以中青年为主，年富力强，结构合理，配备充足，

团队精神强，整体素质较高，在教学改革中成绩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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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职称/职务 学历 专、兼职 是否“双师”

黄银香
女 1988.08 高级讲师/专业部主

任

本科 专职 是

覃波
男 1965.07 高级讲师/教研处主

任

本科 专职 是

蒙现霄 女 1970.11 中学高级教师/教师 本科 专职 是

韦荣军 男 1968.04 助理讲师 专科 专职 否

黄宏勋 男 1978.02 中学一级教师 本科 专职 否

黄海
男 1990.11 中学一级教师/音乐

教研组长

本科 专职 否

覃柯翔 男 1990.10 中学一级教师 本科 专职 否

1.职称结构：团队均为专任教师，高级讲师 2人、中学高级教师

1人、中级职称 3人，职称结构优良。

2.学历结构：本科 6人。起点高，结构合理，业务能力强。

3.知识结构：覃波和韦荣军两位老师作为老搭档，歌曲《长寿之

乡令人神往》词曲作者，为巴马县 60 周年县庆全国性歌曲征集活动

中的“十首优秀歌曲”之一，也是我校校歌词曲作者。团队成员长期

在教学一线各个教学环节工作，每个成员都担任过两门或两门以上专

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具有教学改革经历和多项

教改成果，并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及一定的实训室和实训基地建设经

验。

五、教材建设

为了在中职学前教育专业技能课程中融入民族艺术，推动我校

“立足民族地区，办民族特色校园”的建设，完成课程体系建设与课

程开发，课题组决定自主开发编写适合本校学生的桂西民族歌曲选内

容的教材，特制定本方案。

六、实训基地建设

推进“民族特色校园”建设，建成 574 平方米的铜鼓艺术演艺厅、

三间声乐教室。

七．考核方式

考核内容主要是桂西民族歌曲的表演唱。对各个民族歌曲的演唱

完成情况和表现力做评判标准，主要按百分制打分。也可以按“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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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打分。等级制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

五等。

八、建设步骤时间

1.安排课程表，明确桂西民族歌曲教材课程的开设课时分配；

2.确定并分析教学任务；

3.研究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学习活动的特点，了解学生的学习特

点；

4.选择同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教学任务相适应的教学模式；

5.对具体的教学单元和课的类型和结构进行规划，做出可行的计

划；

6.组织并开展教学活动，评价教学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及时提

供反馈性信息。

以上六个方面在运作过程中构成一个循环往复的动态结构，这便

是课程实施的过。

九、教学资源建设

培养具有河池民族特色的山歌技艺尖子生，使其可以熟练掌握一

些广西民族舞蹈风格，能独立表演或者编排一些民族歌曲作品，收录

优秀的民族歌曲作品作为今后学校的保留节目，也可以作为当地文旅

活动的节目。

2.1.1.3《民族舞蹈》课程建设方案

《民族舞蹈》课程建设方案

一、性质和作用

《民族舞蹈》课程，是河池当地民族文化知识与舞蹈文化技能兼

备的实践性很强的技能性课程，它具有音乐、舞蹈艺术的相容性特征。

在河池少数民族地区传承至今，现在作为一门技能“课程”融入到职

业技能课堂中，因此，它是一门新兴的课程。《民族舞蹈》课程在民

族文化传承及特色职业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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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该课程，至少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首先是提升民族精神境界。通过传统民族舞蹈文化传承的一系列

活动，使学生更加热爱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为自强

与自立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

其次是掌握民族文化知识技能。通过壮族、瑶族、毛南族等河池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实践，学生具有当地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的知识和

舞蹈演艺技能，可在就业上多一个亮点；

最后通过演绎河池当地民族舞蹈文化活动，立足河池，融入国家

其他民族文化和东盟文化交流，成为民族文化的代言人和传承人。

二、目标和要求

1.知识目标

掌握河池乡土民族舞蹈文化的基本知识；了解河池乡土民族舞蹈

文化技能的基本类型及其风格特点；了解河池乡土民族舞蹈文化的背

景和经典表演作品。

2.技能目标

掌握河池乡土民族舞蹈技艺及民族舞表演技艺（如布努瑶族铜鼓

舞、壮族扁担舞、蚂舞、毛南族傩舞），能够创新编演民族舞节目，

组织各种类型的文化演艺活动。能够在旅游景区、酒店、学校、乡镇

等单位从事民族舞蹈文化表演及编排、教学等工作，在社会文化演艺

活动的担任组织、策划等工作，成为一名传承人和优秀创作人。

3.情感目标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文化和积极的传承观，让

学生热爱家乡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提升民族精神境界。以河池乡土

民族舞蹈校本教材的使用来开展教学活动，为民族的自强与自立奠定

良好的心理基础，使学生更加热爱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

感。

三、课程内容建设

（一）教学内容设计

本课程内容共章：

第一章“瑶族铜鼓舞”，包括瑶族铜鼓舞蹈的文化的历史渊源、

承载的文化元素、铜鼓舞的风格特点、铜鼓舞蹈的动作要领，特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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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胯部在铜鼓舞蹈中的运用；

第二章“壮族扁担舞”，讲述了扁担舞的起源与传承概览、不同

地区的表演形式的对比、马山县和都安县的表演的差异、扁担舞的发

展和现状分析、河池壮族扁担舞的风格特点、扁担舞的基本打法和动

作要领，鼓点欢快时“插秧”、“车水”、“打谷”等动作的点变化；

第三章“壮族蚂舞”，包括壮族图腾崇拜、河池蚂节活动介

绍（找蚂——祭蚂——葬蚂——化妆为蚂表演——对山歌歌

颂美好生活）、蚂舞的动作特点、蚂舞的动作要领、基本体态和

节奏，如蛙式跳跃动作的基本体态要求；

第四章“毛南族傩舞”，毛南族傩舞蹈的起源、傩舞的风格特点、

“肥套”是傩舞在祭祀乐舞中以还愿为表现手法的舞蹈、傩舞的动作

要领“8字穿花舞”的表演艺术特征。

（二）教学方法设计

1.注重多媒体教学手段。运用电脑、实物投影仪等多种手段进行

教学，增强直观性，提高效果。

2.灵活使用讲授法、教师示范、鉴赏法、实操法、表演法、案例

分析法、对比练习法、分组讨论法、情景教学法。

（三）课程实施设计

1.制定教学计划，安排课程表，分配河池乡土舞蹈课程的课时。

2.研究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学习活动的特点，了解学生的学习特

点。

3.确定并分析各章节教学任务，提高教学效率。

4.选择同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教学任务相适应的教学模式和教学

方法。

5.对具体的教学单元和课的类型和结构进行规划，做出可行的实

施细则。

6.组织编排 4 个河池乡土民族舞蹈作品和一个民族舞蹈融合作

品。

7.评价教学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及时得到反馈性信息，并作出适

当调整。



64

四、师资队伍建设

《民族舞蹈》课程教学团队 6 位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教学实践

经验的教师组成，以中青年为主，年富力强，结构合理，配备充足，

团队精神强，整体素质较高，在教学改革中成绩显著。
姓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专业技术职务、特长 学历 专、兼职 是否“双师”

龙宝华

男 1962.09 民族文化；河池舞蹈

家协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

本科 专职 否

梁菲 女 1986.12 舞蹈讲师；民族文化 本科 专职 否

李燕珍 女 1966.10 民族音乐艺术 本科 专职 是

韦仕龙
男 1988.09 中学舞蹈一级教师；

民族舞蹈艺术

本科 专职 否

曹姗姗
女 1987.2 中学舞蹈一级教师；

民族舞蹈艺术

本科 专职 否

叶珊珊
女 1994.01 中学舞蹈一级教师；

舞蹈艺术

本科 专职 否

1.职称结构：团队均为专任教师，中级职称 4 人，职称结构优良。

2.学历结构：本科 4人。起点高，结构合理，业务能力强。

3.年龄结构：团队成员中 50岁以上 2人 ,30--40 岁 4人，年龄

结构合理。

4.知识结构：龙宝华和李燕珍两位老师曾经编排节目《瑶山魂》

和《水》分别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师生舞蹈比赛一等奖和二等奖，

其中《水》荣获河池市舞蹈比赛特等奖，多年来编排的舞蹈作品，在

市级、区级舞蹈比赛中都取得优异的成绩，团队成员长期在教学一线

各个教学环节工作，每个成员都担任过两门或两门以上专业基础课

程、专业课程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具有教学改革经历和多项教改成果，

并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及一定的实训室和实训基地建设经验。

五、教材建设

为了在中职学前教育专业技能课程中融入民族艺术，推动我校

“立足民族地区，办民族特色校园”的建设，完成课程体系建设与课

程开发，课题组决定自主开发编写适合本校学生的河池乡土民族舞蹈

内容的教材，特制定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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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训基地建设

推进“民族特色校园”建设，建成 574 平方米的铜鼓艺术演艺厅、

210 平方米的舞蹈实训室、40 平方米的河池乡土舞蹈文化大师工作

室。

七．考核方式

考核内容主要是河池民族舞蹈组合的表演。对各个民族舞蹈的组

合完成情况和组合表演中的表现力做评判标准，主要按百分制打分。

也可以按“等级”制打分。等级制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及

格”“不及格”五等。

八、建设步骤时间

1.安排课程表，明确河池乡土舞蹈教材课程的开设课时分配；

2.确定并分析教学任务；

3.研究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学习活动的特点，了解学生的学习特

点；

4.选择同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教学任务相适应的教学模式；

5.对具体的教学单元和课的类型和结构进行规划，做出可行的计

划；

6.组织并开展教学活动，评价教学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及时提

供反馈性信息。

以上六个方面在运作过程中构成一个循环往复的动态结构，这便

是课程实施的过。

九、教学资源建设

培养具有河池民族特色的舞蹈技艺尖子生，使其可以熟练掌握一

些河池当地的民族舞蹈风格，能独立表演或者编排一些民族舞蹈作

品，收录优秀的舞蹈作品作为今后学校的保留节目，也可以作为当地

文旅活动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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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民族铜鼓演奏》、《民族音乐》和《民族舞蹈》课程标准

2.1.2.1《民族铜鼓演奏》课程标准

《民族铜鼓演奏》课程标准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民族铜鼓演

奏

开课系部

课程代码 140668ZD 考核性质 考试

总学时/学分 40/3 课程类型 理论课(A) 是口

适用专业 学前教育、旅

游专业

理论+实践(B) 是口√

实践课(C) 是口

二、课程标准开发团队名单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

月

专业技术职务、

特长

学历 专、兼职 是否“双师”

陆英明

男 1968.01 教育心理学高级

讲师；心理健康

教育

本科 专职 是

黄德英
男 1971.11 物理高级讲师；

民族文化

硕士研

究生

专职 是

蓝必亮
男 1973.09 美术讲师；民族

文化

本科 专职 否

韦盛杰

男 1974.01 中学语文高级教

师；文学；民族

文化；

本科 专职 是

覃柯翔
男 1990.10 中学语文一级教

师；铜鼓艺术

本科 专职 否

黄银香
女 1988.08 音乐高级讲师；

民族音乐艺术

本科 专职 是

韦仕龙
男 1988.09 中学舞蹈一级教

师；民族舞蹈艺

本科 专职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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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叶珊珊
女 1994.01 中学舞蹈一级教

师；舞蹈艺术

本科 专职 否

杨英辉 男 1976.06 讲师；电子技术 本科 专职 否

韦兰艳
女 1988.09 教 育 心 理 学 讲

师；民族文化

本科 专职 是

黄海
男 1990.11 中学一级教师；

民族音乐艺术

本科 专职 否

三、课程性质

《民族铜鼓演奏》是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舞蹈课的辅助性课程，

属于民族文化技能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课程设置的目的在

于使学生具有铜鼓文化基本知识和铜鼓文化演艺技能，能够独立在旅

游景区、酒店、学校、乡镇等单位从事铜鼓文化艺术表演及节目编排、

教学等工作，在社会团体中胜任铜鼓文化演艺及相关组织、策划、管

理、宣传、推广等工作。通过铜鼓文化演艺人才的辐射作用，推动铜

鼓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提高学校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力，推

动素质教育的发展及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进步。

四、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

掌握铜鼓文化的基本知识；了解铜鼓文化技能的基本类型及其风

格特点；了解铜鼓文化的经典故事作品。

2.技能目标

掌握铜鼓演奏技艺及民族铜鼓舞表演技艺，能够创新编演民族铜

鼓舞节目，组织各种类型的铜鼓文化演艺活动。

3.情感目标

树立正确的民族文化传承观，培养学生热爱铜鼓文化的情感，提

升民族精神境界。以铜鼓校本教材的使用为抓手开展教学活动，使学

生更加热爱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为民族的自强与自

立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

五、教学内容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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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光耀夺目的铜鼓文化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铜鼓及其文化的历史渊源

第二节 铜鼓的类型及其承载的文化元素

第三节 铜鼓文化的特性及铜鼓的文化功能

第四节 神奇的东兰铜鼓文化

（二）教学要求

1.了解铜鼓的起源、铜鼓的传播方式、铜鼓文化的源头和成因；

2.了解铜鼓的八大类型，铜鼓文化承载的工艺文化元素、音乐文

化元素、舞蹈文化元素、宗教文化元素、节日文化元素、文学文化元

素；

3.了解铜鼓文化的代表性、典型性和丰富性；了解铜鼓文化的喜

庆功能、祭祀祈愿功能、娱乐竞技功能、避邪禳灾功能、宣示功能、

审美功能、丧葬招魂功能、礼人功能、集众及指挥功能、教化功能；

4.了解丰富多样的东兰传世铜鼓、东兰铜鼓的来源；了解东兰铜

鼓文化的特色；东兰铜鼓文化打击乐、鼓伴舞、对歌台、铜鼓阵、竞

鼓技等主要表现形式；了解东兰传奇铜鼓人；了解东兰铜鼓文化的精

神内涵；东兰铜鼓在国内外的影响。

（三）重点与难点

1.重点：理解铜鼓文化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

2.难点：如何理解铜鼓文化的特性及铜鼓的文化功能。

第二章 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河池市铜鼓文化保护与传承概览

第二节 铜鼓文化保护与传承典型校企介绍

（二）教学要求

1.了解河池市铜鼓文化“物质性保护与传承”与“精神性保护与

传承”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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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铜鼓文化保护与传承中两家典型企业及一个基地的基本

情况。

（三）重点与难点

重点及难点：铜鼓文化的“精神性保护与传承”

第三章 东巴凤铜鼓演奏技艺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东巴凤铜鼓演奏技艺概说

第二节 东兰长江流派壮族铜鼓演奏技法

第三节 东兰大同流派壮族铜鼓演奏技法

第四节 巴马壮、瑶铜鼓演奏技法

第五节 东兰小型音乐铜鼓演奏技法

第六节 创新型铜鼓槌的特点与使用方法

（二）教学要求

1.了解东巴凤铜鼓演奏的四个流派：壮族的东兰长江流派、大同

流派、巴马流派，瑶族的东巴凤流派；

2.掌握各个流派的铜鼓演奏技法，掌握单纯的铜鼓演奏及在民族

铜鼓舞中与舞蹈互相配合的表演技艺；

3.掌握小型音乐铜鼓的演奏技法。

（三）重点与难点

重点及难点：掌握各个流派的铜鼓演奏技法，掌握单纯的铜鼓演

奏及在民族铜鼓舞中与舞蹈互相配合的表演。

第四章 东巴凤民族铜鼓舞选编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纯娱乐性壮族铜鼓舞

第二节 东兰壮族樁榔舞

第三节 东兰壮族蚂拐舞

第四节 以铜鼓为道具的壮族铜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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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东巴凤瑶族铜鼓舞

（二）教学要求

1.让学生了解东兰纯娱乐性壮族铜鼓舞、东兰壮族樁榔舞、东兰

壮族蚂拐舞、以铜鼓为道具的壮族铜鼓舞、东巴凤瑶族铜鼓舞舞蹈的

起源、流传区域、风格特点、动作要领；

2.掌握各种民族铜鼓舞的表演技艺，能在各种场合表演民族铜鼓

舞。

（三）重点与难点

1.重点：东兰纯娱乐性壮族铜鼓舞、东兰壮族樁榔舞、东兰壮族

蚂拐舞。

2.难点：东兰壮族樁榔舞、东兰壮族蚂拐舞。

第五章 铜鼓文化艺术作品选编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红水河铜鼓故事集锦

第二节 铜鼓文化演艺用歌曲选编

（二）教学要求

1.了解红水河流域经典的铜鼓故事；

2.会唱红水河流域与铜鼓民俗文化有关的经典歌曲。

（三）重点与难点

红水河流域经典的铜鼓故事；红水河流域与铜鼓民俗文化有关的

经典歌曲。

六、建议学时分配、教学方法

序

号

教学内容
建议学时数

教学方法 备

注

合计 讲课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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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光耀夺目

的铜鼓文化
5 3 2

讲授法、 参观

法、鉴赏法

2

第二章铜鼓文化

的保护与传承 4 2 2

双主体讲授法、

参观法、案例分

析法、鉴赏法

3

第三章东巴凤铜

鼓演奏技艺 12 3 9

讲授法、教师示

范、案例分析发、

实操法

4

第四章东巴凤民

族铜鼓舞选编 12 3 9

讲授法、教师示

范、案例分析法、

鉴赏法

实操法

5

第五章铜鼓文化

艺术作品选编 7 3 4

讲授法、任务驱

动、案例分析、

鉴赏法

七、课程考核

（一）考核方式：实地演奏操作来检测。

（二）水平考量：按水平等级记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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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民族音乐》课程标准

《民族音乐》课程标准

教学系(部): 学前教育

执笔人: 黄海

审核人:

制定日期：

河池市巴马民族师范学校教务处与音乐教研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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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民族音乐 开课系部 学前教育部

课程代码 140668ZD 考核性质 考试

总学时/学分 34/2 课程类型 理论课(A) 是口

适用专业 学前教育 理论+实践(B) 是口√

实践课(C) 是口

二、课程标准开发团队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1 黄海 河池市巴马民族

师范学校

中学一级/音乐教

师

2 黄银香 河池市巴马民族

师范学校

高级讲师/音乐教

师

3 韦荣军 河池市巴马民族

师范学校

助理讲师/音乐教

师

三、课程性质

《民族音乐》是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属于民族文化技能课，是

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课程设置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具有少数民族文

化基本知识和，能够独立在旅游景区、酒店、学校、乡镇等单位从事

少数民族歌曲表演及节目编排、教学等工作，在社会团体中胜任铜鼓

文化演艺及相关组织、策划、管理、宣传、推广等工作。通过民族歌

曲演艺人才的辐射作用，推动地方民歌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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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力，推动素质教育的发展及旅游文化产业的

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进步。

四、课程目标

五、1.知识目标

了解桂西不同民族音乐的地域性和基本歌唱方法。

2.技能目标

能够把所学的理论与学前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或现象结合起

来，分析当前的一些社会教育现象。

3.情感目标

树立正确的民族文化传承观，培养学生热爱民歌文化的情感，提

升民族精神境界。以桂西民族歌曲校本教材的使用为抓手开展教学活

动，使学生更加热爱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为民族的

自强与自立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

五、教学内容与要求

第一章 壮族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现在生活多美好

第二节 人才从我这里出

第三节 三月三里赛山歌

第四节 吹开大地万多花

第五节 热情尽在美酒中

（二）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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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壮族有关的文化背景；

2．理解壮族语言的来源、把握好平舌、送气与不送气的风格特

点。

第二章 瑶族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迎宾歌

第二节 梵驼

第三节 瑶家是个好地方

第四节 瑶家米酒迎你来

第五节 幸福万山里

第六节 富川美

第七节 瑶寨人民欢迎你

（二）教学要求

1．了解瑶族有关文化背景；

2． 瑶族扁歌曲一些生僻字的唱法；

3. 注意一字多音的连贯。

第三章 毛南族

（一）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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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柳朗咧

第二节 欢歌

第三节 求神歌

（二）教学要求

1．了解毛南族有关文化背景；

2．掌握毛南族民歌的格律

3.可忽略强弱对比，但力求歌声连贯。

第四章 其他民族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唱嘟哒

第二节 花开两朵共条根

第三节 惠民恩情永不忘

第四节 歌不断，情不移

第五节 长相思

（二）教学要求

1．了解苗族、侗族等有关文化背景；

2. 了解歌曲大意，用当地方言唱

第五章 本土原创歌曲

（一）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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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长寿老人

第二节 盘阳河里沐浴欢

第三节 红色热土

第四节 红水河之恋

第五节 蓝衣壮情歌

第六节 最美不过花竹帽

第七节 东兰好地方

第八节 人活百岁也平常

第九节 风物还是东兰好

第十节 长寿之乡令人神往

第十一节 长乐赞歌

（二）教学要求

1. 选择几首有代表性的歌曲来教学即可；

2. 了解歌曲出处，创作背景等。

第六章 经典撷萃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爱我中华

第二节 心想唱歌就唱歌

第三节 山歌好比春江水

第四节 只有山歌敬亲人

第五节 壮锦献给毛主席

第六节 世上哪见树缠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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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什么结子高又高

第八节 大地飞歌

第九节 赶圩归来啊哩哩

第十节 山歌牵出月亮来

第十一节 红水河有三十三道弯

（二）教学要求

3. 选择几首有代表性的歌曲来教学即可；

4. 了解歌曲出处，创作背景等。

第七章 校歌欣赏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巴马民族师范校歌

第二节 要做旅游业的时代娇子

第三节 金色凤凰展翅飞翔

（二）教学要求

1.了解歌曲对应学校的历史发展；

2.不作统一要求教学。

六、建议学时分配、教学方法及评价

序号 单元内容 建议学时数 教学方法 评价方式

合计 讲课 实践

1 第一章 3 1 2 讲授法示范法 表演唱

2 第二章 3 1 2 讲授法示范法 表演唱

3 第三章 3 1 2 讲授法示范法 表演唱

4 第四章 3 1 2 示范法、自主学习 表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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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3 1 2 自主学习 表演唱

6 第六章 4 2 2 自主学习 表演唱

7 第七章

七、课程考核

（一）考核要求：平时 60%（包括课后作业、课堂实践活动等）；

期考 40%。

（二）考核方式：随堂抽查和个别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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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民族舞蹈》课程标准

《民族舞蹈》课程标准

教学系(部): 学前教育

执笔人: 韦仕龙

审核人:

制定日期：

河池市巴马民族师范学校教务处与舞蹈教研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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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民族舞蹈 开课系部 学前教育部

课程代码 140668ZD 考核性质 考试

总学时/学分 34/2 课程类型 理论课(A) 是口

适用专业 学前教育 理论+实践(B) 是口√

实践课(C) 是口

二、课程标准开发团队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1 韦仕龙 河池市巴马民族

师范学校

中学一级/舞蹈教

师

2 曹姗姗 河池市巴马民族

师范学校

中学一级/舞蹈教

师

3 叶珊珊 河池市巴马民族

师范学校

中学一级/舞蹈教

师

三、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学前教育专业技能课，是专业五大技能中的必备课程，

《民族舞蹈》的内容是让学生学习和传承本地传统民族舞蹈表演，本

课程的定位为我校学前教育专业舞蹈必修课，同时本课程所涉及的知

识和基本技能在学前教育专业实践教学中被广泛应用，是一门重要的

专业技能课。河池乡土舞蹈选编是根据壮族、瑶族（布努瑶族）、毛

南族的舞蹈基本理论，以河池本地瑶族铜鼓舞、壮族扁担舞、壮族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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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毛南族傩面舞等民族舞蹈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来让学

生对当地的民族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增强民族自豪感。河池乡土舞蹈

在中职民族舞蹈百花园中起着其他任何舞种都无可替代的作用，从教

师挖掘到保护，再到师生学习和传承本地民族舞蹈，丰富了少数民族

学生的课堂教学内容，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保护，让更多的学生

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通过基训和组合练习，学生有了一定的舞

蹈基础，然后将已有的乡土民族舞蹈理论知识和技能灵活运用于实际

的表演之中。本课我以舞蹈活动课的方式进行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提高学习的主动性。

通过本课程及相关学科的学习，使学生对河池乡土舞蹈的结构有

详细的了解。从艺术创作的规律上讲，任何艺术 都是从生活中找寻

素材与题材，掌握不同民族舞蹈的风格特点，以及特征的把握，区分

并研究各个民族舞蹈表演上的不同以及适应的方式方法。

六、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

掌握河池本地瑶族铜鼓舞、壮族扁担舞、壮族蚂舞、毛南族傩

面舞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知识。

2.技能目标

能够把所学的理论与民族舞蹈表演的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或现象

结合起来，分析当前的一些民族差异现象。

3.情感目标

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教育观、教师观，培养学生热爱生活，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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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豪感，扎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职业情感。

五、教学内容与要求

第一章 瑶族铜鼓舞的概述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瑶族铜鼓舞的概述

起源、风格特点、道具

第二节 瑶族铜鼓舞的动作

基本打法、动作要领

第三节 动作分解

（二）教学要求

1．理解瑶族铜鼓舞蹈有关的民族文化背景；

2．理解舞蹈动作的来源、把握好“猴步”舞蹈动作的风格特点；

3．道具在舞蹈中的运用，把握好“娱人娱乐”的表演风格

（三）重点与难点

1．重点：铜鼓舞蹈表演中的风格特点的把握

2．难点：跳步绕花和交叉后点步晃手动作的连贯运用

第二章 壮族扁担舞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壮族扁担舞概述

起源、发展和现状

壮族舞蹈的风格特点

第二节 壮族扁担舞的基本打法、动作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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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要求

1．了解壮族舞蹈扁担舞的产生与发展；

2． 壮族扁担舞在配合部分的“加花”打法；

（三）重点与难点

1．重点：表演时能准确的击打扁担左右端、凳面和凳边

2．难点：两人的配合中变化节奏的把握

第三章 壮族蚂舞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壮族蚂舞的由来

风格特点

第三节 壮族蚂舞的动作要领

第三节 壮族蚂舞的节奏律动

（二）教学要求

1．蚂在壮族文化中的影响地位，图腾崇拜的意义

2．蚂舞表演时的姿态造型特点把握

（三）重点与难点

1．重点：蛙势体态的掌握

2．难点：表演中屈膝跳跃中蛙势体态的保持

第四章 毛南族傩舞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毛南族傩舞的起源---祭祀还愿

第二节 毛南族傩舞风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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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还愿仪式中“肥套”的概述和傩舞的动作特点

（二）教学要求

1．了解毛南族傩舞的舞蹈特点与表演形式；

2. 理解毛南族傩舞的基本动律与“8字穿花”脚步的配合运用；

3. 掌握毛南族傩舞动作与音乐鼓点的卡点配合

（三）重点与难点

1．重点：傩舞中持笏动作的运用

2．难点：傩舞表演中“8 字穿花”步伐穿插配合

六、建议学时分配、教学方法及评价

序号 单元内容
建议学时数

教学方

法

评价方式

合计 讲课 实践

1

第一章

瑶族铜鼓舞

第一节

瑶族铜鼓舞

概述

（起源）

2 2

讲授

法、 任

务驱动

课堂提问：1铜鼓在我们

壮家人的地位是怎么样

的？

2铜鼓和铜鼓舞蹈有什

么样的关联？（从历史、

节日、社会活动的角度

思考）师生互评。

2

第一章

瑶族铜鼓舞

第一节

瑶族铜鼓舞

概述

（风格特

点）

3 1 2

双主体

讲授法

对比练

习法

案例分

析

1. 师：课前提前准备相

关的铜鼓舞蹈视频，一

些特定得动作图片和知

识制作成 PPT；

2. 课堂上分小组讲述一

些铜鼓舞的风格特点，

并且模仿一些舞蹈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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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动作；

3. 最后采取师生互评的

方式给每组评价。

3

第一章

瑶族铜鼓舞

第二节

瑶族铜鼓

舞的动作

（基本打

法）

2 2

讲授

法、案

例分析

1. 了解铜鼓的基本打法

鼓点节奏；

2. 了解大皮鼓的基本打

法；

3. 分析铜鼓舞中常用的

鼓点热点和舞蹈动作的

关系。

4. 作业：案例中包含的

铜鼓舞鼓点内容。

4

第一章

瑶族铜鼓舞

第二节

瑶族铜鼓

舞的动作

（动作要

领）

4 4

讲授

法、示

范法、

案例分

析、分

组练习

法

1. 师示范，让学生了解

和掌握“胯部扇风”和

“跳步绕花”动作要领；

2.分组训练“交叉后点

步晃手”和“点步抖扇”

动作。

5

第二章

壮族扁担舞

第一节

概述

（起源、现

状和发展、

风格特点、

道具）

4 3 1

讲授

法、任

务驱

动、案

例分析

师：1.向生提问扁担的

用途，扁担舞会用到哪

些道具？；

2. 简述壮族扁担舞蹈的

由来，劳作的动作和后

期舞蹈动作的演变；

3. 分析马山县扁担舞和

都安县扁担舞的击打动

作和表演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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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现在活动中的发展

和传承；

5. 道具规格讲解。

6

第二章

壮族扁担舞

第二节

壮族扁担舞

的动作

（基本打

法、动作要

领）

5 1 4

讲授

法、案

例分

析、对

比练习

法

1. 观看马山县壮族扁担

舞蹈表演的视频；

2. 讲授基本舞蹈动作中

的“插秧”、“车水”

和“打谷”动作；

3. 分组示范 2人、4人、

6人的基本打法。

4. 分组对比练习

5. 作业：两人一组练习

壮族扁担舞击打凳子和

扁担对打的动作，并创

编 4个八拍的壮族舞蹈

动作短句，下节课前回

课。

7

第三章

第一节

壮族蚂舞

概述

(起源、风格

特点)

3 2 1

讲授

法、任

务驱

动、案

例分析

1. 铜鼓观看宁明县花山

壁画视频，提问壁画上

的人物造型动作模仿的

对象是什么；

2. 讨论壮族的民族图腾

崇拜和蚂在壮族人物

中的地位。

3. 讨论：蚂舞的表演

形式有哪些，体现了什

么含义？

8
第三章

第二节
5 1 4

讲授

法、任

1. 分析东兰县蚂舞和

天峨县蚂舞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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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蚂舞

动作

(动作要领、

节奏)

务驱

动、案

例分析

示范法

案例中出现了哪些特定

动作。

2. 师示范蛙式基本动作

体态，分组讨论基本律

动特点。

3. 作业：用“马步曲臂

蹲”和“抬腿曲臂蹲”

编排 4个 8拍的动作短

句。下节课课前回课。

9

第四章

毛南族傩舞

概述

（起源、风

格特点、“肥

套”仪式）

2 2

讲授

法、任

务驱

动、案

例分析

1师：毛南族傩舞的起源

有哪些（祭祀、娱神、

娱人）?

2 讨论：为什么说毛南族

傩面舞是形象舞和情绪

舞？

3分组讨论“肥套”作为

毛南族还愿的祭祀舞

蹈，动作语汇和调度是

怎么丰富的？调度的路

线是怎么体现的。

10

第四章

毛南族傩舞

的动作

（持笏、“8

字穿花”）

4 4

讲授法

示范法

分组练

习法

1. 师示范“8字穿花”

（穿针舞），讲授为什

么用路线穿梭变化、队

形上的交织穿梭在傩舞

中能体现出的生动画

面。

2. 分组对比训练持笏动

作。

3. 作业：持笏动作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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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穿花”中的运用，编

排 4个八拍的动作短句。

…… 34 12 22

合 计

七、课程考核

（一）考核要求：平时 60%（包括课后作业、课堂实践活动等）；

期考 40%。

（二）考核方式：课堂舞蹈技能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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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民族铜鼓演奏》、《民族音乐》和《民族舞蹈》课程

教学计划

2.1.3.1《民族铜鼓演奏》课程教学计划

《民族铜鼓演奏》课程教学计划

序

号
单元内容

建议学时数
教学方法

备

注合计 讲课 实践

1

第一章光耀夺目的

铜鼓文化

包括：铜鼓及其文化

的历史渊源；铜鼓的

类型及其承载的文

化元素；铜鼓文化的

特性及铜鼓的文化

功能；神奇的东兰铜

鼓文化

5 3 2 讲授法、 参观

法、鉴赏法

2

第二章铜鼓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

包括河池市铜鼓文

化保护与传承概览；

铜鼓文化保护与传

承典型校企介绍

4 2 2

双主体讲授法、

参观法、案例分

析法、鉴赏法

3

第三章东巴凤铜鼓

演奏技艺

包括东巴凤铜鼓演

奏技艺概说；东兰长

江流派壮族铜鼓演

奏技法；东兰大同流

派壮族铜鼓演奏技

法；巴马壮、瑶铜鼓

12 3 9 讲授法、教师示

范、案例分析

发、实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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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技法；东兰小型

音乐铜鼓演奏技法；

创新型铜鼓槌的特

点与使用方法

4

第四章东巴凤民族

铜鼓舞选编

包括纯娱乐性壮族

铜鼓舞；东兰壮族樁

榔舞；东兰壮族蚂拐

舞； 以铜鼓为道具

的壮族铜鼓舞；东巴

凤瑶族铜鼓舞

12 3 9 讲授法、教师示

范、案例分析

法、鉴赏法

实操法

5

第五章铜鼓文化艺

术作品选编

包括红水河铜鼓故

事集锦；铜鼓文化演

艺用歌曲选编
7 3 4

讲授法、任务驱

动、案例分析、

鉴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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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民族音乐》课程教学计划

《民族音乐》课程教学计划

合计 讲课 实践 教学方

法

1 第一章

壮族）

8 2 6 讲授

法、示

范法

课堂提问：1壮族主要聚

居在我国什么地方？

2壮族歌谣通常有哪些

特点？（师生互评）

2 第二章

瑶族

9 3 6 讲授

法、示

范法

4. 师：河池市有多少个

瑶族自治县；

5. 迎宾歌是哪类瑶族的

歌曲；

6. 最后采取师生互评的

方式给每组评价。

3

第三章

毛南族

9 3 6 讲授

法、示

范法

5. 了解毛南族最具特色

的柳朗咧。

6. 民歌的格律，以“七

言比”为代表

4

第四章

其他民族

4 4 讲授

法、示

范法、

案例分

析、分

组练习

法

6. 除壮、瑶、毛南族外，

你还知道广西有哪些少

数民族；

7. 自学本课几首不同民

族的歌曲

5 第五章 4 1 3 讲授 1. 学习东巴凤较为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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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原创歌

曲

法、任

务驱

动、案

例分析

的原创歌曲

2.

6

第六章

经典撷萃

5 1 4 讲授

法、案

例分

析、对

比练习

法

1. 学习广西经典旋律

2. 分组对山歌

3. 根据旋律填词

7 第七章

校歌
课余时间排练合唱用

…… 39 10 29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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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民族舞蹈》课程教学计划

《民族舞蹈》课程教学计划

合计 讲课 实践

1 第一章

瑶族铜鼓舞

第一节

瑶族铜鼓舞

概述

（起源）

2 2 讲授

法、 任

务驱动

课堂提问：1铜鼓在我们

壮家人的地位是怎么样

的？

2铜鼓和铜鼓舞蹈有什

么样的关联？（从历史、

节日、社会活动的角度

思考）师生互评。

2 第一章

瑶族铜鼓舞

第一节

瑶族铜鼓舞

概述

（风格特

点）

3 1 2 双主体

讲授法

对比练

习法

案例分

析

7. 师：课前提前准备相

关的铜鼓舞蹈视频，一

些特定得动作图片和知

识制作成 PPT；

8. 课堂上分小组讲述一

些铜鼓舞的风格特点，

并且模仿一些舞蹈的特

定动作；

9. 最后采取师生互评的

方式给每组评价。

3 第一章

瑶族铜鼓舞

第二节

瑶族铜鼓

舞的动作

（基本打

法）

2 2 讲授

法、案

例分析

7. 了解铜鼓的基本打法

鼓点节奏；

8. 了解大皮鼓的基本打

法；

9. 分析铜鼓舞中常用的

鼓点热点和舞蹈动作的

关系。

10. 作业：案例中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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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舞鼓点内容。

4 第一章

瑶族铜鼓舞

第二节

瑶族铜鼓

舞的动作

（动作要

领）

4 4 讲授

法、示

范法、

案例分

析、分

组练习

法

8. 师示范，让学生了解

和掌握“胯部扇风”和

“跳步绕花”动作要领；

2.分组训练“交叉后点

步晃手”和“点步抖扇”

动作。

5

第二章

壮族扁担舞

第一节

概述

（起源、现

状和发展、

风格特点、

道具）

4 3 1 讲授

法、任

务驱

动、案

例分析

师：1.向生提问扁担的

用途，扁担舞会用到哪

些道具？；

9. 简述壮族扁担舞蹈的

由来，劳作的动作和后

期舞蹈动作的演变；

10. 分析马山县扁担舞

和都安县扁担舞的击打

动作和表演风格；

11. 在现在活动中的发

展和传承；

12. 道具规格讲解。

6 第二章

壮族扁担舞

第二节

壮族扁担舞

的动作

（基本打

法、动作要

领）

5 1 4 讲授

法、案

例分

析、对

比练习

法

6. 观看马山县壮族扁担

舞蹈表演的视频；

7. 讲授基本舞蹈动作中

的“插秧”、“车水”

和“打谷”动作；

8. 分组示范 2人、4人、

6人的基本打法。

9. 分组对比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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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作业：两人一组练习

壮族扁担舞击打凳子和

扁担对打的动作，并创

编 4个八拍的壮族舞蹈

动作短句，下节课前回

课。

7

第三章

第一节

壮族蚂舞

概述

(起源、风格

特点)

3 2 1 讲授

法、任

务驱

动、案

例分析

4. 铜鼓观看宁明县花山

壁画视频，提问壁画上

的人物造型动作模仿的

对象是什么；

5. 讨论壮族的民族图腾

崇拜和蚂在壮族人物

中的地位。

6. 讨论：蚂舞的表演

形式有哪些，体现了什

么含义？

8

第三章

第二节

壮族蚂舞

动作

(动作要领、

节奏)

5 1 4 讲授

法、任

务驱

动、案

例分析

示范法

4. 分析东兰县蚂舞和

天峨县蚂舞的关联，

案例中出现了哪些特定

动作。

5. 师示范蛙式基本动作

体态，分组讨论基本律

动特点。

6. 作业：用“马步曲臂

蹲”和“抬腿曲臂蹲”

编排 4个 8拍的动作短

句。下节课课前回课。

9 第四章

毛南族傩舞

2 2 讲授

法、任

1师：毛南族傩舞的起源

有哪些（祭祀、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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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起源、风

格特点、“肥

套”仪式）

务驱

动、案

例分析

娱人）?

2 讨论：为什么说毛南族

傩面舞是形象舞和情绪

舞？

3分组讨论“肥套”作为

毛南族还愿的祭祀舞

蹈，动作语汇和调度是

怎么丰富的？调度的路

线是怎么体现的。

10

第四章

毛南族傩舞

的动作

（持笏、“8

字穿花”）

4 4 讲授法

示范法

分组练

习法

4. 师示范“8字穿花”

（穿针舞），讲授为什

么用路线穿梭变化、队

形上的交织穿梭在傩舞

中能体现出的生动画

面。

5. 分组对比训练持笏动

作。

6. 作业：持笏动作在“8

字穿花”中的运用，编

排 4个八拍的动作短句。

…… 34 12 22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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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特色教材开发

2.2.1《铜鼓文化与铜鼓演奏》、《桂西民族歌曲选》和《河池乡土

舞蹈选编》校本教材编写方案

2.2.1.1《铜鼓文化与铜鼓演奏》校本教材编写方案

《铜鼓文化与铜鼓演奏》校本教材编写方案

为了在中职学前教育专业技能课程中融入民族艺术，推动我

校“民族艺术（东巴凤铜鼓艺术）文化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地”

的建设，完成课程体系建设与课程开发，我校决定自主开发编写

适合本校学生的铜鼓文化与铜鼓演奏技艺的教材，特制定本方案。

一、编写教材的目的

桂西北河池市的东兰、巴马、凤山是广西红水河流域铜鼓文

化最为发达的区域，因此，本教材以“东巴凤”铜鼓文化为核心。

教材编写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东兰、巴马、凤山铜鼓文化，包括

铜鼓的历史、传说、风俗、铸造技艺和表演形式，掌握铜鼓演奏

的基本方法，掌握铜鼓舞的基本类型及其步法、动作，以便适应

铜鼓演奏和铜鼓舞演出的需要，从而传承和发展地方民俗文化，

丰富素质教育的内涵，推进校园特色文化的建设。

二、教材的内容及其框架

教材内容主要挖掘本地东兰、巴马、凤山三县铜鼓文化历史、

铜鼓舞类型、铜鼓舞习俗形式、铜鼓演奏技巧等，从多元文化保

护的角度切入来编写适用的学习内容，使学生受到民族文化的熏

陶。全书拟按铜鼓文化、铜鼓文化保护与传承、铜鼓演奏技艺、

民族铜鼓舞、铜鼓文化艺术作品选编五大方面进行细化分类，构

建框架，形成体系，分板块编写。

全书内容、框架（目录）设计：

目 录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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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第一章 光耀夺目的铜鼓文化

第一节 铜鼓及其文化的历史渊源

第二节 铜鼓的类型及其承载的文化元素

第三节 铜鼓文化的特性及铜鼓的文化功能

第四节 神奇的东兰铜鼓文化

第二章 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第一节 河池市铜鼓文化保护与传承概览

第二节 铜鼓文化保护与传承典型校企介绍

第三章 东巴凤铜鼓演奏技艺

第一节 东巴凤铜鼓演奏技艺概说

第二节 东兰长江流派壮族铜鼓演奏技法

第三节 东兰大同流派壮族铜鼓演奏技法

第四节 巴马壮、瑶铜鼓演奏技法

第五节 东兰小型音乐铜鼓演奏技法

第六节 创新型铜鼓槌的特点与使用方法

第四章 东巴凤民族铜鼓舞选编

第一节 纯娱乐性壮族铜鼓舞

第二节 兰壮族樁榔舞

第三节 东兰壮族蚂拐舞

第四节 以铜鼓为道具的壮族铜鼓舞

第五节 东巴凤瑶族铜鼓舞

第五章 铜鼓文化艺术作品选编

第一节 红水河铜鼓故事集锦

第二节 铜鼓文化演艺用歌曲选编

三、教材编写的基本要求

1.要符合本地的情况，突出区域文化特征，针对性地编写适

宜的内容，让学生通过学习之后了解和热爱自己生活的地方。

2.把本地铜鼓文化的传承教育和艺术文化联系在一起。

3.注重学生、老师的参与性，让学生在参与中获取知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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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能。

4.注重传统铜鼓文化的传承以及情感的建立。

5.教材设计力求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融知识性、时代性、

趣味性于一体。

四、收集素材的方法

1.与各县文联、县文化馆、民间铜鼓收藏馆、铜鼓厂、县党

史办等单位联系、沟通，收集地方铜鼓历史、传说、舞蹈方

面的素材。

2.到铜鼓文化区域下乡入村采风，记录并收录整理。

3.通过网络进行收集整理。

五、成立教材编委会

顾问：覃祥周（团长，广西三月三杂志社总编、译审）

罗明金 陈耀灵 蒙有义 谭安益 牙运永

主任：黄正杰 唐旭国

副主任：黄德英 蓝必亮 苏正松 韦盛杰 范治宏

成员：覃小兵 罗智文 黄章哲 李泳新 覃 波

黄 杰 黄忠益 谭绵胜 陆英明 魏 刚

主编：覃 波 黄振梁

副主编：韦仕龙 黄海相 龙宝华 黄银香

参编：覃小兵 范治宏 谭绵胜 韦盛杰 魏 刚

陆英明 黄忠益 叶珊珊 曹姗姗 梁 菲 李燕珍 韦

荣军 黄 海 韦钰鸾 黄 耕 覃柯翔 谭安益 牙运

永 覃 滔 覃忠平 黄 坚 李大蒙 吕 伟 唐毓泽

六、时间安排

（一）第一阶段：继续采风与收集阶段（2017 年 3月 1 日—

—2017 年 6月 10 日）

1.教材编写工作方案：由范治宏负责组织安排编写。

2.组建编写小组，具体分工。

要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编写人员各负其责，出色完成任

务。编写分工情况如下：



101

覃波、黄振梁负责全书编写的策划和制定编写框架、目录、

体例，指导各章节编写，并具体编写第三章东巴凤铜鼓演奏技艺

第一节东巴凤铜鼓演奏技艺概说、第二节东兰长江流派壮族铜鼓

演奏技法、第三节东兰大同流派壮族铜鼓演奏技法，韦钰鸾、黄

海、覃柯翔协助编写，覃波、黄振梁同时牵头全书统稿与修定；

韦仕龙牵头编写第四章东巴凤民族铜鼓舞选编第二节东兰壮

族樁榔舞、第三节东兰壮族蚂拐舞、第四节以铜鼓为道具的壮族

铜鼓舞，叶珊珊、曹姗姗、梁菲参加编写；

黄海相编写第一章光耀夺目的铜鼓文化共四节；龙宝华、李

燕珍编写第四章第五节东巴凤瑶族铜鼓舞；

黄银香编写第三章第四节巴马壮、瑶铜鼓演奏技法，第五章

第二节铜鼓文化演艺用歌曲选编；

覃小兵完成教材申请立项任务，参与全书策划与审稿；范治

宏全程组织教材编写工作方案的实施，担任两期铜鼓演艺培训班

班主任，主持教材实践性活动，参与全书审稿；

谭绵胜、黄坚完成第五章铜鼓文化艺术作品选编第一节红水

河铜鼓故事集锦；韦盛杰、魏刚、陆英明、黄忠益参与全书审稿；

韦荣军完成第三章第二节东兰长江流派壮族铜鼓技法记谱；黄耕

编写第三章第六节创新型铜鼓槌的特点与使用方法；

谭安益、牙运永编写第三章第五节东兰小型音乐铜鼓演奏技

法，编写第二章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第一节河池铜鼓文化保护

与传承概览，谭安益、牙运永、覃柯翔编写第二章第二节铜鼓文

化保护与传承典型校企介绍，

覃柯翔协助全书审稿；覃滔、覃忠平编写第四章第一节纯娱

乐性壮族铜鼓舞；李大蒙、吕伟、唐毓泽完成全书图片资料的拍

摄、整理和编辑。

（二）第二阶段：初步整理阶段（2017 年 6月 15 日——2017

年 9月 20 日）

组织教师一起收集各个县铜鼓资料，既分工又合作， 建立个

人收集资料档案，阶段性小结。

（三）第三阶段：汇总与编写阶段（2017 年 9月 21 日——2018



102

年 9年 9月 10 日）

（四）第四阶段：完善与校对、出版阶段（2018 年 10 月——

2019 年 12 月）

七、工作要求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所以各小组必须思想上重视，按时间

完成，个人收集资料都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建立档案，并且编辑排

版好所负责的板块内容。以便能够在下学期开学初汇总编订成书。



103

2.2.1.2《桂西民族歌曲选》校本教材编写方案

《桂西民族歌曲选》校本教材编写方案

为了在中职学前教育专业技能课程中融入民族艺术，推动我

校“民族艺术文化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地”的建设，完成课程体

系建设与课程开发，我校决定自主开发编写适合本校学生的桂西

民族歌曲的教材，特制定本方案。

一、编写教材的目的

乡土音乐是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精神财富的具体体现，是

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池市巴马民族师范学校的学

生大多来自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仫佬族、毛南族等民族，

学习乡土音乐，会唱自己家乡的民族歌曲，可以增进对家乡的了

解，增强热爱家乡的情感。乡土音乐进校园，一方面能突出学校

的办学特色；另一方面可以保护并传承民族音乐文化。这就是我

们编写校本教材《桂西民族歌曲选》的缘由。

二、教材的内容及其框架

教材内容主要挖掘本地河池、百色、崇左三市下辖的约 30

个县市区的民族歌曲。全书拟按壮族、瑶族、毛南族、其他民族、

本土原创歌曲、经典撷萃和校歌欣赏七大方面进行细化分类，构

建框架，形成体系，分板块编写。

全书内容、框架（目录）设计：

目 录

前言

民族特色篇

第一章 壮族

第一节 现在生活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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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才从我这里出

第三节 三月三里赛山歌

第四节 吹开大地万多花

第五节 热情尽在美酒中

第六节 歌酒迎客到家来

第七节 新年祝福歌

第二章 瑶族

第一节 迎宾歌

第二节 梵驼

第三节 瑶家是个好地方

第四节 瑶家米酒迎你来

第五节 幸福万山里

第六节 富川美

第七节 瑶寨人民欢迎你

第三章 毛南族

第一节 柳朗咧

第二节 欢歌

第三节 求神歌

第四章 其他民族

第一节 唱嘟哒

第二节 花开两朵共条根

第三节 惠民恩情永不忘

第四节 歌不断，情不移

第五节 长相思

案例欣赏篇

第五章 本土原创歌曲

第一节 长寿老人

第二节 盘阳河里沐浴欢

第三节 红色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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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红水河之恋

第五节 蓝衣壮情歌

第六节 最美不过花竹帽

第七节 东兰好地方

第八节 人活百岁也平常

第九节 风物还是东兰好

第十节 长寿之乡令人神往

第十一节 长乐赞歌

第六章 经典撷萃

第一节 爱我中华

第二节 心想唱歌就唱歌

第三节 山歌好比春江水

第四节 只有山歌敬亲人

第五节 壮锦献给毛主席

第六节 世上哪见树缠藤

第七节 什么结子高又高

第八节 大地飞歌

第九节 赶圩归来啊哩哩

第十节 山歌牵出月亮来

第十一节 红水河有三十三道弯

第七章 校歌欣赏

第一节 巴马民族师范校歌

第二节 要做旅游业的时代娇子

第三节 金色凤凰展翅飞翔

三、教材编写的基本要求

1.要符合本地的情况，突出区域文化特征，针对性地编写适

宜的内容，让学生通过学习之后了解和热爱自己生活的地方。

2.把本地民歌的传承教育和艺术文化联系在一起。

3.注重学生、老师的参与性，让学生在参与中获取知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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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能。

4.注重传统民歌的传承以及情感的建立。

四、收集素材的方法

1.与各县文联、县文化馆、民间音乐收藏馆等单位联系、沟

通，收集地方民歌历史、传说、编写方面的素材。

2.分为两组到少数民族区域下乡入村采风，记录并收录整理。

3.通过网络进行收集整理。

五、成立教材编委会

主任：黄正杰

副主任：唐旭国

编委：黄德英 蓝必亮 苏正松 覃小兵 范治宏 陆英明

主编：黄银香

副主编：覃波 韦荣军

参编：蒙现霄 黄宏勋 黄海 覃柯翔

六、时间安排

（一）第一阶段：采风与收集阶段（2015 年 9 月 1 日——2016

年 6 月 10 日）

1.教材编写工作方案：由黄银香负责组织安排编写。

2.组建编写小组，具体分工。

要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编写人员各负其责，出色完成任

务。编写分工情况如下：

黄银香、覃波负责全书编写的策划和制定编写框架、目录、

体例，指导各章节编写

黄银香负责东兰壮族、瑶族的歌曲；韦荣军负责环江毛南族

的歌曲；黄海负责东山乡、都安县的瑶族歌曲；蒙现霄负责百色

那坡县黑衣壮歌曲；黄宏勋负责巴马壮族和三江侗族的歌曲。听

音记谱后所有歌曲均需写出译文、历史沿革、以及适合在什么场

景演唱。

（二）第二阶段：初步整理阶段（2016 年 7 月——2017 年 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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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河池乡土舞蹈选编》校本教材编写方案

《河池乡土舞蹈选编》校本教材编写方案

为了在中职学前教育专业技能课程中融入民族艺术，推动我校

“民族艺术（东巴凤铜鼓艺术）文化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地”的建

设，完成课程体系建设与课程开发，我校决定自主开发编写适合本

校学生的铜鼓文化与铜鼓演奏技艺的教材，特制定本方案。

一、编写教材的目的

河池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境内的壮族、布努瑶族毛南

族都是传统的世居民族，其主要分布在都安、东兰、巴马、环江等

县，是广西红水河流域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持完整且最为民族风俗最

为淳朴的区域，因此，本教材以河池乡土舞蹈文化为核心。教材编

写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河池当时的民族舞蹈文化，包括瑶族铜鼓

舞、壮族扁担舞、壮族蚂拐舞和环江毛南族傩舞的历史、传说、风

俗、表演技艺和表演形式，掌握河池乡土舞蹈的几个常用舞蹈，掌

握河池乡土舞蹈舞的基本类型及其步法、动作，以便适应河池乡土

舞蹈舞演出的需要，丰富素质教育的内涵，推进校园特色文化的建

设，传承和发展地方民俗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

（三）第三阶段：汇总与编写阶段

（四）第四阶段：完善与校对、出版阶段（2017 年 10 月）

七、工作要求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所以各小组必须思想上重视，按时间

完成，个人收集资料都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建立档案，并且编辑排

版好所负责的板块内容。以便能够在下学期开学初汇总编订成书。

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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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的内容及其框架

教材内容主要挖掘河池本地东兰、巴马、都安、环江等县民间

民族舞蹈文化历史、乡土舞蹈类型、舞蹈习俗形式、舞蹈的表现技

巧等，从多元文化保护的角度切入来编写适用的学习内容，使学生

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全书拟瑶族铜鼓舞、壮族扁担舞、壮族蚂拐

舞和环江毛南族傩舞的概述和舞蹈动作选编两大方面进行细化分

类，构建框架，形成体系，分板块编写。

全书内容、框架（目录）设计：

目 录

前言

代序

第一章 瑶族铜鼓舞

第一节 瑶族铜鼓舞概述

第二节 瑶族铜鼓舞的动作

第二章 壮族扁担舞

第一节 壮族扁担舞概述

第二节 壮族扁担舞的概述

第三章 壮族蚂舞

第一节 壮族蚂舞概述

第二节 壮族蚂舞的概述

第四章 毛南族傩舞

第一节 毛南族傩舞概述

第二节 毛南族傩舞的概述

三、教材编写的基本要求

1.要符合本地的情况，突出区域文化特征，针对性地编写适宜

的内容，让学生通过学习之后了解和热爱自己生活的地方。

2.把河池本地的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教育和艺术文化联系在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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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重学生、老师的参与性，让学生在参与中获取知识，提高

技能。

4.注重传统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以及情感的建立。

5.教材设计力求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融知识性、时代性、趣

味性于一体。

四、收集素材的方法

1.与各县文联、县文化馆、民间表演艺人、县党史办等单位联

系、沟通，收集地方相关舞蹈素材的历史、传说等方面的素材。

2.到东兰的三弄乡，长江乡，巴马东山乡，都安安阳镇、南丹

里湖乡、天峨巴暮乡、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下南乡等文化区域下乡

入村采风，记录并收录整理。

3.通过网络进行收集整理。

五、成立教材编委会

主任：黄正杰

副主任：唐旭国

委员：黄德英 苏正松 蓝必亮 范治宏 覃小兵 陆英明

主编：梁 菲

副主编：龙宝华

参编：李燕珍 韦仕龙 叶珊珊 曹姗姗

六、时间安排

（一）第一阶段：继续采风与收集阶段（2015 年 3 月 5 日—

—2016 年 9月 10 日）

1.教材编写工作方案：由梁菲负责组织安排编写。

2.组建编写小组，具体分工。

要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编写人员各负其责，出色完成任务。

编写分工情况如下：

龙宝华、李燕珍负责全书编写的策划和制定编写框架、目录、

体例，指导各章节编写，并具体编写第一章瑶族铜鼓舞第一节瑶族

铜鼓舞概述、第二节东瑶族铜鼓舞的动作。梁菲、叶珊珊负责第二

章壮族扁担舞第一节壮族扁担舞的概述、第二节壮族扁担舞的动作

的编写。曹姗姗负责第三章壮族蚂拐舞第一节壮族蚂舞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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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壮族蚂舞的动作的编写。韦仕龙负责第四章毛南族傩舞第

一节毛南族傩舞的概述、第二节毛南族傩舞的动作的编写，龙宝华

牵头全书统稿与修定；

韦仕龙牵头编写第四章东巴凤民族铜鼓舞选编第二节东兰壮

族樁榔舞、第三节东兰壮族蚂拐舞、第四节以铜鼓为道具的壮族铜

鼓舞，叶珊珊、曹姗姗、梁菲参加编写；

韦仕龙参与完成教材第一章铜鼓舞蹈的动作分解图片、视频的

拍摄任务;梁菲、叶珊珊参与完成教材第二章壮族扁担舞蹈的动作

分解图片和视频的拍摄的任务；叶珊珊参与完成教材第三章壮族蚂

舞的动作分解图片和视频的拍摄的任务；韦仕龙参与完成教材第

四章毛南族傩舞的动作分解图片和视频的拍摄的任务；李艳珍完成

全书图片资料的拍摄、整理和编辑。

（二）第二阶段：初步整理阶段（2015 年 9 月 11 日——2015

年 10 月 11 日）

组织教师一起收集各个县的舞蹈特色资料，既分工又合作，建

立个人收集资料档案，阶段性小结。

（三）第三阶段：汇总与编写阶段（2015 年 10 月 12 日——2016

年 12 月 20 日）

（四）第四阶段：完善与校对、出版阶段（2017 年 3 月——2017

年 10 月）

七、工作要求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所以各小组必须思想上重视，按时间完

成，个人收集资料都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建立档案，并且编辑排版好

所负责的板块内容。以便能够在下学期开学初汇总编订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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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特色教材

汇编并出版《铜鼓文化与铜鼓演奏》、《桂西民族歌曲选》和《河

池乡土舞蹈选编》校本教材。

2.2.2.1《铜鼓文化与铜鼓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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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桂西民族歌曲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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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河池乡土舞蹈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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