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童年？从《卖报歌》

《红星歌》到《蜗牛与黄鹂鸟》《捉泥鳅》《春天在

哪里》，每个年龄段都有经典儿歌的陪伴，童年

因此拥有了丰富色彩和悠长回味。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 0—14岁

人口为 2.53 亿 人 ，占 全 国 总 人 口 的 17.95% 。

2023 年 12 月，教育部发布通知，要求全面实施

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根据最近发布的《2024 中

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2023 年中国音乐产

业 总 规 模 约 4695.6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75％ 。

数量庞大的受众群体、社会对美育的高度重视、

蓬勃发展的音乐产业，叠加媒介环境的更迭和

审美观念的转变，这一切都为少儿歌曲创作提

出新命题。

今天，少儿歌曲的创作与传播面对新的时

代背景。如何写出有时代感、受孩子们喜欢的

歌曲，如何让更多好歌被听见、被传唱？临近暑

期，让我们走进幼教机构、专业团体、管理部门，

在对音乐创作者、一线教师、教材编写者和理论

评论家的访谈中寻找答案。

写出孩子们爱唱的歌
童心童趣、当代审美不可或缺

“慢慢褪去稚嫩的脸庞，渐渐长成少年的模

样，许一个愿望种下我梦想，立一个誓言就心怀

远方……”6 月 1 日晚，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

厅，“给孩子们的歌——儿童作品专场音乐会”

在纯真稚嫩的歌声中拉开序幕。音乐会演出

20 多首儿歌，大部分选自“童心向未来——当

代少儿歌曲创作推广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

全国少工委组织举办的“童心向未来——当代

少儿歌曲创作推广活动”2022 年启动，面向全

国征集了 1259 首少儿歌曲的歌词，参与者中既

有专业人士也有业余爱好者，还有中小学、幼儿

园教师和学生家长。词、曲等多领域专家从中

选出 30 首歌词，进一步修改加工，向老中青三

代优秀作曲家委约作曲，经过编曲、录音、录像

等多个环节，最终推出 16 首优秀儿歌作品。

许多创作者告诉我们：“给孩子们的歌不好

写。”儿歌要求有渊博的知识和对语言的认知，

毕竟儿歌也是培养儿童语言能力的一种手段。

一般认为，少儿歌曲要通俗易懂、健康向上、朗

朗上口。如果单纯强调教化作用，不契合当下

孩子们的审美，忽视儿童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可

能会导致歌词空洞无物、落于俗套、缺少新鲜

感，不够贴近儿童生活，也不利于演唱和传播。

儿歌要唱出“孩子们的话”，同样需要文学

性和韵律美。“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

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这首《送别》彰

显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律美、结构美，儿童也许很

难完全领会其中的离别之情，稚嫩的心灵却会

被优美的意象打动，继而激发想象力。

写出孩子们爱唱的歌，首先要爱孩子、懂

孩子，了解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一首《中国娃》，从央视春晚唱到街头巷尾，

从 90 后唱到 10 后。为《中国娃》谱曲的作曲家

戚建波曾担任威海市第七中学音乐老师、威海

市第一中学老师，长期的生活积累是他写好儿

歌的基础。“要有真情实感有童心，找到‘孩子的

语言’，才可能写好儿歌。”戚建波说。

《你笑起来真好看》获得中宣部第十六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作曲家

李凯稠告诉我们：“创作这首歌源于自己对女儿

的爱。”作为父亲，李凯稠想用音乐记录孩子的

成长，后来发现适合孩子演唱的新儿歌太少了，

便有了创作自觉。

“有些作品形式上很简约，看起来像是少儿

歌曲，与现实生活却是背离的。”中国音乐家协

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韩新安一直在思考，

为什么有些儿歌成年人觉得不错却没有传唱

开？或许因为当下的孩子，并不像我们想象得

那么“简单”。每个年龄段的孩子喜欢的歌不一

样，他们对音乐作品也不是被动接受。脱离儿

歌的审美规律，缺少时代感、时尚感，不能带来

新的认知，作品很难得到孩子们的喜爱。

流行歌曲《孤勇者》在幼儿园、小学广为传

唱，令其创作者和演唱者都很意外。在北京舞

蹈学院创意学院副教授谢呈看来，《孤勇者》的

歌词契合孩子们渴望被理解、被肯定的心理。

“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

和 每 一 声 怒 吼 ，敬 你 弯 着 腰 ，上 山 往 高 处 走

……”动画电影《雄狮少年》主题曲《无名的人》

的歌词也很动人。“这首歌主题励志，表达细腻，

没有什么宏大的词语，却能写进人的心里。儿

歌也应该如此，多用孩子能认同、能共情的话语

去表达。”李凯稠说。

儿歌创作也要直面传播媒介带来的审美变

化。如今人们渐渐习惯短视频的节奏，一首儿

歌如果还是三四分钟的时长，仅前奏就有 30
秒，孩子们会有耐心听完吗？“朗朗上口的副歌，

金句气质的歌词，也是一首儿歌能够传唱的规

律。”有作曲家指出。

激发更多人为孩子写歌
建设一支职业化、年轻化的

创作队伍

每逢周末，北京西二环，中国儿童中心的周

边总是车流不息。谢呈同时兼任中国儿童中心

兴趣培养部的音乐启蒙课教师，他认为儿童时

期塑造的音乐审美将伴随其一生。“我们的长辈

小时候听戏曲多些，所以对戏曲更有情感。我

们这代人在改革开放中长大，更喜欢流行音乐，

现在的孩子听中国传统音乐，也听世界性的音

乐，在丰富健康的听觉经验中建立审美意识。”

在课堂上，谢呈向孩子们推荐两种歌曲，一种是

聆听类，色彩缤纷、类型多样，另一种是歌唱类，

叙事性强，适合小朋友的气息、发音和咬字。

“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

长远的。无论哪一首激动人心的

歌，最初在哪里听过，哪里的情景

就会深深地留在记忆里。”教育家

吴伯箫在散文《歌声》的开篇这样

写道。在人民音乐出版社总编辑杜永寿看来，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我们的传统，歌唱是情感

的自然抒发，是记忆的重要方式，相比于器乐和

美术，歌唱在美育方面具有天然便利的优势。

优秀的儿歌，往往既有艺术审美的价值，也

有寓教于乐的作用。这对创作主体提出要求。

我国儿歌创作有百余年历史，从 20 世纪初的学

堂乐歌开始，不同历史时期流传下来的优秀儿

歌，大多由专业歌曲创作者完成。我们今天耳

熟能详的儿歌，大多出自名家之手，很多在他们

年轻时写成。比如，李叔同为《送别》填词时 30
多岁，傅庚辰创作《红星歌》时 30 多岁，写《让我

们荡起双桨》时，乔羽不到 30岁、刘炽不到 40岁。

谈到 80多岁的作曲家谷建芬身体力行为孩

子们写歌，很多人十分敬佩。近年来谷建芬全身

心投入为中国古诗词谱曲的“新学堂歌”系列作

品创作。目前已制作完成 50首，在多地试点学校

收到成效。戚建波也免费为国内多所小学、中

学、大学创作校歌。在韩新安看来，创作队伍、组

织架构、知识结构的多元，是当下儿歌创作群体

的基本面貌。“据统计，现在全世界每天产生数千

首新歌。这些年出现了一些优秀儿歌，但在整体

音乐创作的占比中儿歌依然较少，专门从事儿歌

创作的人才依然不足。”韩新安说。

《儿童音乐》杂志每年收到几千首投稿，编

辑部主任刘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投稿质量折

射儿歌创作群体年龄断层、青黄不接的现状。

“我们缺少职业化、年轻化的儿歌创作队伍，导

致很多作品成人化、概念化，与孩子们的生活相

脱离。”业界人士告诉我们，“一首儿歌的制作费

不低于 6 万元”“收益很少，儿歌创作普遍认为

是公益性质”“网络消费和版权意识还在建立

中”……这些都让年轻创作者望而却步。

要提高儿歌创作的整体质量，着力建设一

支职业化、年轻化的创作队伍不可或缺。要建设

好这支队伍，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创作的动力来源。

让更多好作品传唱开
提高儿歌在网络等平台的

“穿透力”“可见度”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儿歌创作高度重视，相

关征集推广活动不断涌现。2023 年，中国音乐

家协会启动实施“新时代优秀少儿歌曲创作推

广工程”，目前进入第二阶段，初选歌曲将在全

国多地校园试听试唱，听取孩子们的反馈。中

央音乐学院发起“给弟弟妹妹们写歌”作品创作

征集活动，组织全国的音乐学院师生为孩子们

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举办了 20 届“中国少年

儿童歌曲卡拉OK电视大赛”，第二十届大赛收录

的 208 首歌曲已经出版发行。由江苏省委宣传

部承办的“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合唱活

动、四川省文联主办的“阔步新时代·校园好歌

曲”征集评选活动等，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影响。

“某种程度上，经典在传唱中形成。客观

讲，在分众化、多元化的传播格局下，‘同唱一首

歌’的难度越来越大。”韩新安说。很多受访者

表示，需要深入研究传播规律，为更多好作品的

传唱拓展空间。

教材是一个稳定的传播渠道。70 年来，人

民音乐出版社出版音乐图书和曲谱超过 1 万

种，其编写出版的音乐教材影响了许多人。配

合教育部新课标的要求，“人音版”新教材起始

年级段（一年级、七年级）将在今年秋季学期启

用。杜永寿告诉我们，按照新课标的要求，思想

性、艺术性和适宜性是教材选择曲目的标准。

义务教育阶段的“人音版”新教材收录大约 500
首音乐作品，其中包含 325 首歌曲，不少是校园

传唱度比较高的歌曲，比如《小雨沙沙》等。

我们走进北京市朝花幼儿园小红门园，这家

北京市一级一类幼儿园有近 400 名幼儿。儿歌

融入小朋友们在园的“一日生活”，从游戏、运动

到各种特色活动。园长瞿小雨告诉我们，3—6
岁奠定孩子一生的价值观，儿歌在满足幼儿情

感需要、启迪心智、发展语言、审美能力和行为

习惯等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幼儿园对儿歌的选

择十分慎重，严格遵照北京市教委的要求，遵循

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学习方式的需要。

在《儿童音乐》副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原

总编辑莫蕴慧看来，“经典性是教材的编写要

求，一方面，教材编写希望能收录更多新创作

品，另一方面，由于出版需要一定周期，对新创

作品的呈现又相对滞后”。

少儿合唱团也是儿歌传播的重要渠道。北

京音乐家协会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正在为暑期

演出做准备，团长周涛告诉我们，当代少儿歌曲

大概占该团合唱曲目的 1/3，“新时代儿歌作品

的价值观和导向性比较好，有正向引导作用。

此外，还会演唱中外经典儿歌，每场演出加入根

据经典动画主题曲改编的童声合唱。演出时，

不论大观众还是小观众，都会有共鸣。”

许多儿歌通过动画片、儿童剧、木偶剧、电

视晚会、儿童节目、绘本玩具等媒介传播，网络

空间更是不可忽视的内容“蓄水池”和传播“放

大器”。据腾讯音乐提供的数据，在 QQ 音乐平

台上，儿歌数量超 110 万首，近 1 年播放量近 70
亿，从歌曲播放量来看，儿歌消费人群以学龄前

儿童的家长居多。

海量信息、多元渠道面前，只有提高儿歌在

网络等平台的“穿透力”“可见度”，才能让好作

品触达更多受众。

创作者开始研究传播规律。李凯稠说：“我

们一边写歌，一边考虑怎么推送。”以李凯稠女

儿的社交平台账号为例，该账号有 200 多万粉

丝，其中 60%的订阅用户是 30—40 岁的妈妈，

此外是大量的育儿机构。父女二人曾用手势舞

的方式推送歌曲。“但这些很难复制，我们也有

很多不成功的尝试。”李凯稠说：“到底能不能推

广开，只能通过市场验证，在‘流量竞争’面前，

儿歌的优势并不明显。”

“儿歌市场是一片有待开发的蓝海。”多位

受访者认为。“在电子阅读大幅增长的当下，儿

童纸质图书的发行量不降反增，很值得探究。”

莫蕴慧认为，出版物有层层把关，所以赢得家长

信赖。儿歌传播同样需要把关人，不能将芜杂

的网络信息不加分辨地推给孩子。

“孩子的价值观尚在形成中，听什么样的音

乐需要正向引导。创作者要有责任和担当，学

校、家庭和平台也要做好把关人。”戚建波说。

让孩子们在美好的歌声中成长，不仅是有

爱的事业，也是有希望的事业。

图①：贵州省黔西市的公益暑托班上，妇联

干部带领孩子们唱儿歌。

周训超摄（人民视觉）

图②：“童心向未来——当代少儿歌曲创作

推广活动”推出的歌曲《小雨滴》MV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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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在第十六届海峡论坛开幕大会上，童

声合唱团的小朋友表演合唱《同根谣》。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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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给孩子们的歌不好写”，
儿歌要唱出“孩子们的话”，同
样需要文学性和韵律美。有
真情实感有童心，找到“孩子
的语言”，才可能写好儿歌。

海量信息、多元渠道面
前，只有提高儿歌在网络等平
台的“穿透力”“可见度”，才能
让好作品触达更多受众。

现 代 都 市 生 活 剧

《时 光 正 好》在 湖 南 卫

视、爱奇艺、芒果 TV 等

平 台 播 出 。 该 剧 情 感

叙事自然，剧中人物以

一 种 破 茧 重 生 的 姿 态

迎来人生的蜕变，给人

留下深刻印象。

主 人 公 许 梦 安 是

一名强势女性，人到四

十突然遭遇丈夫失业、

公 司 危 机 等 一 系 列 生

活变化。作为妻子，如

何 安 慰 鼓 励 丈 夫 振 作

精神？作为公司高管，

如 何 面 对 公 司 的 危

机？剪不断理还乱，家

庭 、生 活 、职 场 赋 予 中

年 女 性 不 同 角 色 。 情

感与理性的平衡，事业

与生活的不同抉择，形

成 了 许 梦 安 的 内 心 复

杂性。

一 股 脑 儿 地 戏 剧

矛盾铺陈，很容易走向

同 类 型 题 材 剧 所 惯 有

的 叙 事 模 式 —— 强 情

节。这种叙事，容易过

度 放 大 生 活 中 的 负 面

情绪，弱化人性中善的

力量。在影视创作中，

对 于 真 善 美 的 呼 唤 与

刻 画 是 永 恒 的 主 题 。

《时 光 正 好》较 好 地 践

行了这一点，以完美的

戏剧结局告终，但完美

之 前 的 章 节 不 是 一 味

强化戏剧矛盾，而是用

相互的爱化解、度过生

活 的 困 难 。 这 就 很 自

然 地 提 出 了 一 个 创 作

问题，写家庭剧不写疾

病、婚变等这样的强情

节 ，还 能 不 能 出“ 戏 ”？

《时 光 正 好》就 是 通 过

大 多 数 家 庭 的 平 常 日

子 写 出 了 精 彩 的 戏 。

该 剧 通 过“ 互 为 软 肋 、

互 为 铠 甲 ”的 情 感 演

绎，弥补了缺乏强情节叙事而缺少戏剧张力的问

题。剧中，丈夫失业后一直瞒着妻子，不想让妻子

因自己的失业而焦虑，为新房房贷而发愁。妻子

怀 了 二 胎 瞒 着 丈 夫 ，不 想 让 失 业 的 丈 夫 再 添 压

力。在现实生活中，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关

关难过关关过，正是家人之间彼此爱的支撑，才筑

起坚强的心灵堡垒。

《时 光 正 好》夫 妻 之 间 不 以 对 立 增 强 戏 剧 矛

盾，父母与孩子之间也走出了原生家庭“原罪”的

窠臼。许梦安的妹夫公司破产，被迫卖掉房子后

搬 到 许 梦 安 父 母 家 ，许 梦 安 父 亲 拉 着 女 婿 的 手 ，

邀请其钓鱼时鼓励女婿重新振作起来，许梦安父

亲寥寥几句平实的话语，不仅让剧中的女婿泣不

成 声 ，也 让 观 众 为 之 感 动 。 平 时 被 家 人 、丈 夫 宠

爱 的 许 梦 心 一 角 ，承 担 了 该 剧 大 部 分 喜 剧 桥 段 ，

遭 遇 丈 夫 公 司 破 产 的 危 机 ，她 没 有 自 艾 自 怜 ，反

而给丈夫不断鼓励打气。在剧中，正是因为彼此

都是对方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才能成为彼此抵御

人 生 困 厄 的 铠 甲 。 许 梦 安 鼓 励 丈 夫 从 事 业 的 阴

霾 中 走 出 来 ，丈 夫 鼓 励 许 梦 安 生 下 孩 子 ，处 于 青

春 叛 逆 期 的 女 儿 也 为 母 亲 加 油 打 气 。 从 围 绕 许

梦 安 、许 梦 心 姐 妹 各 自 小 家 庭 的 情 感 故 事 ，延 伸

至父辈们构建的大家庭生活，剧中没有代际冲突

和 过 度 戏 剧 化 的 剧 情 ，只 有 家 人 彼 此 扶 持 的 真

情 。 该 剧 主 创 对 于 家 庭 戏 这 种“ 去 强 情 节 ”的 叙

事 模 式 ，展 示 了 内 在 情 感 的 戏 剧 张 力 ，整 部 剧 的

观赏性与艺术感染力不仅没有打折扣，反而更触

及心灵。

《时光正好》并未止步于亲情、爱情的守望相

助，而是以家庭为中心画出同心圆，不断发掘人性

中的真善美。许梦安所在的公司遭遇裁员，我们

没有看到常见的职场矛盾的程式化套路，而是看

到许梦安为被裁员工找工作、写推荐函。当许梦

安得知公司老总为了公司存活已经将房本抵押出

去，她默默地选择与公司共克时艰。同样，当被裁

员工拿到许梦安亲手写的推荐函，感动之余，他们

也在接力传递这份温暖人心的力量。

《时光正好》写世道人情的温暖，传递出正向的

职场文化，较好地完成了从家庭“小我”到社会“大

我”的观察和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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