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学 设 计

授课主题 陶瓷乐器的历史沿革与发展

相应章节 第一章

授课时间 2022 年 9 月 16 日 第 3 周 星期五第 7.8 节 课时 2

授课类型 理论教学☑ 实践教学☑ 地点 瓷乐实训室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知识目标：了解不同历史时期陶瓷乐器的制作和发展。

（2）能力目标：对于陶瓷乐器的历史发展阶段有清晰的认知。

（3）情感目标：使学生深刻感受陶瓷音乐作为民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价

值，以及能成为世界优秀音乐文化的绚丽瑰宝的深刻内涵。

（4）价值目标：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更近一步的认识到中华民族传统音乐

文化的博大精深，并怀着敬畏之心不断将其传承。

思政元素融入的

理念和思路

思政元素：家国情怀、使命意识

通过对陶瓷乐器的历史学习，引导学生更近一步的了解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

化，拥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

教学重点
1. 远古时代的陶瓷乐器

2. 夏商周至秦汉时代的陶瓷乐器

教学难点
1. 唐宋明清时代的陶瓷乐器

2. 近现代陶瓷乐器的继承与创新

教学路径

与方法

采用大班教学、小班研讨和学生独立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运用文献法、

探究法、追因法、提问法、讨论法探究陶瓷乐器历史发展

教具仪器 视频资料，PPT

教学设计

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教师现场解说与示范，构建多层

次、多模式、全方位的教学环境，创设具体生动的画面，打造课程思政的育人格

局。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陶瓷，被世人称作“火与泥土的艺术”， 暗示了它的神秘、它的质朴、它的刚烈。

千百年来，陶瓷乐器作为陶瓷艺术与音乐完美结合的艺术形式，人们用“声如磬”来形

容它的特殊音色，在我国古代陶瓷史和音乐史上，曾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发挥过无可

替代的作用。直到今天，它仍然在陶瓷艺术领域和音乐领域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二、新课内容：

在陶瓷乐器概述中我们讲到：

陶瓷乐器就其质地而言，分为陶、瓷两大类；就其演奏方式而言，又可分为哪几类？

打击、吹奏、弹拨、拉弦四大类。请学生根据四种分类自行举例。

教学备注



无论是原始陶器的演变，还是对其他材质乐器的模仿和借鉴，在它们身上质朴中透

着灵性、简洁中彰显着高雅。这些陶瓷乐器凝聚了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共性，同时又具

有音质音色清澈透明、音域音量适中有度之特点。于是，陶瓷乐器便有了“瓷苑奇葩，

乐坛独秀”的美誉。

采用问题导学法——激发兴趣，拓展视野（知识积累）

1.远古时代的陶瓷乐器

问题一：历史上有哪些神话故事？

历史上有许多神话故事代代相传。如“女娲作箫”、“伏羲作琴”、“庖栈氏作瑟”、“黄

帝毅夔以其皮为鼓”等。

最早出现的吹奏类陶瓷乐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埙”。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陆续出现了陶钟、陶铙、陶鼓，这些都是后代同种青铜乐器的

祖先。

2.夏商周至秦汉时代的陶瓷乐器

伴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中国音乐史上形成了最早的乐器类型的划分——“八音”：

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请学生自行根据八音的分类举例代表性乐器。

排在第三位的“土”指的是用陶土烧制而成的乐器。陶埙发展至商代，音孔数量较

之前增多，河南辉县琉璃阁殷商墓出土的两个五音孔陶埙代表了当时陶乐器的制作水平

已日趋成熟。

春秋末年，随着周王室的逐渐衰微，天下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

问题二：“礼崩乐坏”的含义是什么？

仿青铜器的原始瓷乐器，其有甬钟、钮钟、磬、铃等。

秦代制陶技术在当时是世界一流的，陶乐器在当时比较盛行，其中最为流行的就是

——击缶。编磬的材料也由最初的石片或者玉片演变为瓷片，是古代“材料学”上的一

个重大突破。

在景德镇市浮梁县的兰田窑窑址和乐平南窑窑址中发现了 74 厘米长的“瓷腰鼓”

和“酱黑釉腰鼓”。

3.唐宋明清时代的陶瓷乐器

唐代社会文明繁荣、先进开放，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建立起来。唐代的制瓷业

不论是规模还是工艺都具有很高的水平，形成了许多著名的陶瓷产区。如越窑、邢窑出

产的瓷瓯胎质坚密，敲击时声音清脆悦耳。



讨论法：深入了解陶瓷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

问题三：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

埙发展到唐代，不仅作为乐器而且变形为民的玩具，由卵形、梨形向人面、动物头

形（图片）转变。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景德镇乐平市南窑窑山东南部的一条长达 78.8

米的唐代龙窑中就发掘出了黄釉人面埙，其中还有为满足胡人所需而专门烧造或定烧的

茶碾、瓷权、砚滴（图片）等罕见的器物，有力地印证了唐代赣鄱与西域地区文化交流

频繁的史实。

胡人：中国古代对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民族人民的称呼。泛指“外族人或者外国人。

西域地区文化：从总体上讲是一种东西文化汇聚、绿洲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与

屯垦文化并存、多种宗教文化相辉映的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复合型地域文

化。

问题四：南窑山的龙窑，如何印证了唐代赣鄱与西域地区文化交流频繁？

2012 年 10 月，在景德镇兰田窑考古发掘中，发现了 74 厘米长的“瓷腰鼓”，这是

一座唐代龙窑，该窑是目前景德镇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并且是保存最完好的窑炉，这一

发现填补了景德镇窑炉发展最早形态的空白，是十分重要的窑业遗迹。在此次出土的腰

鼓是景德镇在唐代就已和西域展开经贸往来的重要实物，证明景德镇当时就已是一个开

放且与外界交往广泛的城市。另外，证明当时的窑工已善于吸纳南北方窑业的烧造技术，

融会贯通后生产出有自我风格的瓷器，为景德镇陶瓷在宋代的辉煌打下坚实基础。

问题五：中国陶瓷发展的历史上曾提到过“南青北白”指的是什么？

兰田窑窑址和乐平南窑窑址中发现了 74 厘米长的“瓷腰鼓”和“酱黑釉腰鼓”。这

两件出土器物是中、晚唐时期景德镇制瓷业较为成熟的标志，见证了景德镇除了是青瓷

制作中心，还是当时精细白瓷的江南制瓷中心，将景德镇的陶瓷烧造史提前了一百多年，

而且推翻了江南白瓷晚于青瓷的说法。

问题六：什么是编磬？

在唐代，编磬的材料也由最初的石片或者玉片演变为瓷片，利用瓷片的厚薄、长短

所产生的不同的振动频率来校订音准，这不能不说是古代“材料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问题七：德化的陶瓷历史是如何发展的？

箫和笛子在汉代是比较常用的竹乐器，但是用陶瓷做成的箫和笛子在明代才出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9F%9F/763351


迄今发现的历史最悠久的白瓷箫出自明代正统年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现藏于

故宫博物院。在《闽小记》中记载：“德化瓷箫，色莹白，工亦精好，但百枝中无一二

合调者，合则声凄朗，远出竹上。”可见，明代德化窑烧造的白瓷箫，其制作工艺的难

度堪称世界之最它不因环境、气温、湿度的变化而改变音色，其音质在竹笛之上。

讨论法：大家共同讨论瓷云锣如何发出金属般悦耳的声音。

史料记载，清代乾隆年间，景德镇烧制的瓷云锣是富有传奇色彩的陶瓷乐器。它由

五组中间呈凹形的九个瓷质圆锣片制成，根据薄厚组成不同的音阶。用棒槌敲打，瓷云

锣就会发出金属般美妙动听的音乐。当时亲眼看到云锣演奏的昂特雷科莱（汉名殷弘

绪），法国人传教士，将中国烧制瓷器的技术带到欧洲)震惊了，他在书简中写道：他原

为瓷器云锣是在瓷胎内镶嵌有能发出各种音阶的金属，但后来才明白，金属无论如何也

不能和瓷体相结合。假如把一块法国古币那么大的铜圆置于窑内匣钵柱上面，铜圆就会

融化。瓷云锣的制作难度极大，它的烧制显示出景德镇陶瓷乐器的科技含量和工艺水平

在当时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

1. 近现代陶瓷乐器的继承与创新

陶瓷乐器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它要经过注浆成型一干燥一补水一贴花一烧炼一器

选调试这几个阶段。由于陶瓷材质密度大、声音共振性好、传导性强的优质特点，因此

瓷乐器的音色十分清脆悦耳。

详细介绍景德镇近现代的瓷乐器，对每件瓷乐器有个概念性的了解。根据这些瓷乐

器让学生们将这些瓷乐器做一个分类。如吹奏类、弹拨类、拉弦类、打击类。

景德镇的文艺工作者，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在瓷乐品种的创造、陶瓷材料的改

良、烧制温度的实验、乐器造型的设计以及声学调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些

陶瓷乐器以特殊材质和独到的工艺，其音域宽广、音色悦耳、质地清纯，是其他乐器无

法媲美的。

问题八：是什么样的精神一直引领着一批又一批的景德镇人不断去努力和创新？

我们从这些前辈身上让我们看到了景德镇人的“工匠精神”以及对这片陶瓷沃土的

热爱。

教师总结：

虽然陶瓷乐器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洗礼，但其深厚的文化艺术形式底蕴是其他艺术



形式无法所取代的。陶瓷音乐文化在当代艺术领域中，它们融合了时代因素，焕发出新

的艺术生命力，弘扬陶瓷音乐文化，让瓷国明珠大放异彩。

三、作业：

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陶瓷乐器特点进行总结。

网上下载奥运会晚会《殴》的演奏视频后做好课堂发言的准备，谈谈自己的观后感；

再次观看《瓷乐》的在线课程第一章《陶瓷乐器的历史沿革与发展》、预习第二章《瓷

殴》。

教学实施效果

（1）明确了课程的价值目标，提高了育人效果。较好地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

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等具有积极的教育作用。

（2）注重课程设计，较好地满足了大学生高质量自主学习的需求，增强了学生的获得感。

（3）从知识与能力、情感与态度、价值与立场这三个维度，组织课堂教学和课下复习，同步实

现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接地气，课堂互动感强，学生参

与度高。

教学后记与反思

在讲述陶瓷乐器的发展史中发现学生对中国音乐史的认知甚少，后续课程中我们将会深度挖掘

中国音乐史的知识点，让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间音乐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