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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利简历 

 

郭小利，女，1971.10-，河南沁阳人，文学（音乐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2009-2011），现福建师范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

创新中心副主任（行政副处级，主管科研）、音乐学院教授，音乐学音乐教育、

台湾音乐方向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传播、台湾

音乐等。 

2006-2009 年在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音乐学家王

耀华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至今，担任多门本科生、硕博士

研究生音乐理论课程教学工作。 

已出版著作 6 部（独著 1、合著 4、编著 1），译著 2 部，在《中国音乐学》

《音乐研究》《艺术百家》《人民音乐》等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 

主持课题多项，其中重大课题 1 项，教育规划、省级课题多项，累计经费达

100 万；主持重大课题子课题 4 项，如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2010 年度重大

课题“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

大项目“中国当代音乐海外传播研究项目”、国务院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

典·艺术典·音乐艺术分典”、 2023 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传

统音乐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状评估及评价标准研究”等，担任子课

题负责人。 

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传统音乐即兴创作教育研究》获 2011 年全国优秀百篇

博士学位论文奖；著述获国家级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 次（排名第 2），省部级一

等奖 2 次（排名第 2、第 4），三等奖 2 次；2012 年获福建师范大学“十大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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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兵”；2018 年获福建省第三批优秀人才“百人计划”文化名家称号；2018年

获福建师范大学“宝琛计划”高层次人才。2018 年获批福建省教育厅高等学校

学科带头人海外访学项目。 

 

附详细简历 

郭小利，女，1971.10-，河南沁阳人，文学（音乐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现福建师

范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音乐学院教授，音乐学音乐教育、台湾艺术

方向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传播、台湾音乐等。 

 

学习经历 

1986.9-1989.6 河南省沁阳师范学校，普师。 

1991.9-1993.6 洛阳教育学院音乐系音乐专业，大专。 

1993.9-1996.6 河南大学音乐二系音乐专业，本科。 

2003.9-2005.6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管理专业，教育硕士，师从郑新蓉教授。 

2006.9-2009.6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文学（音乐学）博士，师从王耀华教授。 

2007.8-2007.10 赴美国纽约大学访学，在著名音乐教育哲学家·艾略特（David J. Elliott）教授指导下进行

音乐教育哲学理论研究。 

2009.7-2011.6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艺术学博士后，合作导师张小梅教授。 

2013.1-2013.3 赴美国肯塔基大学访学，与王朱凯薇（Cecilia Wang）教授合作进行音乐教学法研究。 

2015.9-2016.6 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访学，与杨润勇研究员合作进行两岸音乐教材比较研究。 

2019.9-2020.9 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音乐系访学，与斯蒂芬妮·皮茨（Stephanie Pitts）教授合作进行中英音

乐教育比较研究。 

 

工作经历 

1989.7-1990.8 河南省沁阳市联盟街学校，小学音乐教师。 

1990.9-1997.3 河南省沁阳市职业中专，音乐教师。 

1997.4-2006.8 河南省沁阳市教育局体育卫生艺术教育科艺术专干，期间主持第二、三、四届沁阳市学生艺

术节，期间连年获焦作市优秀教育工作者、艺术教育先进工作者称号。 

2009.8-2011.8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2011.9-2016.11 福建师范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助理，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16.12 至今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2.6 任福建师范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主要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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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传统音乐即兴创作教育研究》获 2011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2、 2018 年获福建省委第三批优秀“百人计划”文化名家称号。 

3、 2018 年获福建师范大学“宝琛计划”高层次人才。 

4、 专著《音乐中的中国人》，2015 年 12 月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

学）艺术类著作一等奖，合著，排名第 2。 

5、 合编《中华大典·艺术典·音乐艺术分典》2020 年获福建省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6、 系列专著《音乐·中国》（含《音乐中的中国人》、《文明古国的历史回响》、《中华民族的心声》）

2015 年 4 月获第十一届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合著，排名第 2。 

7、 专著《中国传统音乐即兴创作教育研究》2011 年获教育部第四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8、 专著《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2018 年获福建省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合著，排名第 2。 

9、 合著《中华大典·艺术典·音乐艺术分典》，2019 年获福建省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合著，排名第 4。 

10、 论文《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当代海外有效传播的“三关键”与“五步骤”》，2015 年 12月获福建省

第十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排名第 1。 

11、2012 年获福建师范大学“十大青年科研标兵”。 

12、2010 年 6 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中期考核优秀，2011 年 6 月出站获优秀； 

13、2008 年获 2007-2008 学年福建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一等奖学金。 

 

主持、参与主要课题 

1、2012.1-2017.12，主持教育部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音乐教育的理论研

究与实践探索”，62 万，已结题。 

2、2015.8-2016.12，主持中国义务教育质量检测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义务教育阶段四、八年级艺术（音乐或

美术）教育质量检测工具研制”，5 万，已结题。 

3、2014.8-2016.12，主持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项目“海峡两岸中小学音乐教材比较研究”，7 万，

已结题。 

4、2009.6-2011.6，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9 年度教育部青年课题“中国传统音乐即兴创作教学

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 万，已结题。 

5、2010.8-2012.7，主持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项目“音乐教育哲学研究”，3 万，已结题。 

6、2010.12-2013.12，参与王耀华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2010 年度重大课题“中华民族音乐文

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80 万，本人排名第 2，主持子课题“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亚洲的传播”，已结题。 

7、2015.7-2018.7，参与王耀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当代音乐海外传播研究”，80

万，本人排名第 3，主持子课题“中国当代音乐海外传播史”研究，已结题。 

8、2014.5-2014.12 参与王耀华教授主持的文化部艺术司项目“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和扶持工程执行情况调研”，

29 万，本人排名第 3，已结题。 

9、2015.6-2018.12 参与王耀华教授主持的中华大典规划办项目“中华大典·艺术典·音乐艺术分典”，100

万，本人排名第 4，副主编，主持子课题“琴乐部”编撰，已结题。 

10、2021.5-2022.12，主持中国义务教育质量检测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义务教育阶段四、八年级艺术（音乐

或美术）教育质量检测工具研制”，7 万，已结题。 

11、2018.1--2021.12，主持福建省委宣传部文化名家资助项目“海峡两岸学校音乐教育比较研究”，3 万，

已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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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22.1-2024.12，主持福建省省委宣传部文化名家资助项目“台湾地区汉族民歌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2 万，在研。 

12. 2023.8-2026.12，参与王耀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传统音乐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状评估及评价标准研究”，65 万，主持子课题“中国传统音乐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评价标准研究”。 

 

 

主要科研成果 

著作： 

1、《中国传统音乐即兴创作教育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12 月出版。 

2、《文明古国的历史回响》，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2年 5 月出版，合著，排名第 2。 

3、《音乐中的中国人》，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2年 5 月出版，合著，排名第 2。 

4、韩语版《从中国音乐看音乐文化——文明传承、历史印记与民族心声》2015 年 12 月由韩国民俗苑出版

社出版，合著。 

5、 日文版《中国民族音乐的世界》2022 年 3 月由日本长崎文献社出版，合著。 

6、《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2015年 3 月出版，合著，排名第 2。 

7、《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 6 月出版，合著。 

8、《中华大典·艺术典·音乐艺术分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年 12 月出版，副主编，排名第 4，本

人负责“琴乐部”（100 万字编撰工作。国务院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项目，800 万字，本人负责“琴乐部”，

编撰 123 万字。 

11、 《中国当代音乐海外传播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 年 12 月出版，合著，排名第 3。 

 

译著： 

1、埃里克·克拉克、尼古拉斯·库克著，郭小利、仲立斌、何丽丽译《实证音乐学：目标、方法、展望》，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9年 12 月出版。 

2、斯蒂芬妮·皮茨著，郭小利译：《音乐教育的世纪变迁：历史视域下的英国中学音乐当代实践》，中国

戏剧出版社 2010年 6 月出版。 

3、戈登·考克斯、罗宾·史蒂文斯主编，窦红梅译、郭小利校：《音乐教育的起源与创立：义务教育阶段

音乐学科的跨文化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7 月出版。 

4、迈克尔·马克编，郭小利译：《世界音乐教育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 

5、斯蒂芬妮·皮茨著，郭小利译：《机遇与选择：音乐教育影响之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 

 

学术论文： 

1、Guo Xiaoli: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sian Philosophies in Music Edu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3 

2、郭小利.台湾客家方言民歌《老山歌》《山歌仔》《平板山歌》源流再考[J].四川戏剧,2020(05):119--121 

3、窦红梅，郭小利.  两岸音乐翻译的比对研究  ——以两岸中小学音乐教材 [1]为研究样本[J].甘肃科

技,2019(20):，52-56.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6%88%88%E7%99%BB%C2%B7%E8%80%83%E5%85%8B%E6%96%AF+(Gordon+Cox)&search-alias=books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7%BD%97%E5%AE%BE%C2%B7%E5%8F%B2%E8%92%82%E6%96%87%E6%96%AF+(Robin+Stevens)&search-alias=books
https://fx-fulink-superlib-net.vpn3.fjnu.edu.cn/detail_38502727e7500f26117311f4515302590cb71cfdf9957a311921b0a3ea255101fc1cf1fbb4666ae610c67c77339082eb791cad00b9563ccf81200999c3571951315dc501a5de9113b9bf179b585f4d47?&apistrclassfy=0_7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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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耀华，赵志安，郭小利.中国当代音乐海外传播的路径创新论[J].中国音乐学,2018(03):5-12. 

5、郭小利.曾永义戏曲学术研究、编剧创作、教书育人和社会影响[J].四川戏剧,2017(07):4-10. 

6、郭小利.中西文化视野中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共性规律观略[J].郑州师范教育,2017,6(04):6-12. 

7、郭小利.音乐学者王耀华的人文情怀[J].中华文化画报.2017,(5)：52-59. 

8、郭小利.中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音乐学.2016,(1)：114-120. 

9、郭小利.两岸小学音乐教材比较研究——以大陆人教版与台湾康轩版为例[J].课程·教材·教法. 2016, 

(4)：50-56. 

10、郭小利.两岸初中音乐教材之比较——以大陆人教版和台湾康轩版为例[J].郑州师范教育.2016,(2)：

7-11. 

11、郭小利.两岸中小学音乐教材曲目之比/较——以大陆人教版与台湾康轩版为例[J].福建基础教育研

究.2016,(7)：25-28. 

12、郭小利.中国传统音乐即兴创作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中国教师.2016,(3)：34-37. 

13、郭小利.试说中国音乐海外传播的途径[J].福建艺术.2016,(4)：19-22. 

14、郭小利.邓丽君歌曲海外传播的成功因素分析[J].音乐传播.2016,(3)：57-61. 

15、郭小利.《〈学校音乐教学心理学〉:学校音乐的目的》之导读[J].中国音乐教育.2015,(5)：7-8. 

16、郭小利.探求两岸文化发展之合力——第二届两岸文化发展论坛综述[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15,(1)：161-165. 

17、郭小利.比较与合作传承与创新—“2015 年海峡两岸中小学音乐教材比较暨两岸传统音乐即兴创作教

学法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J].人民音乐.2015,(10)：62-63. 

18、郭小利.以“他者”的视角看南音研究与传承[J].福建艺术.2015,(4)：36-39. 

19、王耀华，郭小利.听、唱、奏、动、创：中小学生音乐素养培养的途径[J].中小学教材教法.2015,(5)：

18-20. 

20、郭小利，林志达.探究亚洲的音乐与文化：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 19 届年会综述[J].人民音乐.2015,(3)：

90-91. 

21、郭小利，吴浩琼.美国《国家核心音乐标准》述评[J].中国音乐教育.2015,(7)：4-11. 

22、詹姆斯·L.默塞尔,玛贝尔·格伦,郭小利. 《学校音乐教学心理学》:学校音乐的目的》[J]. 中国音

乐教育,2015,05:4-6. 

23、郭小利.传承创新 绵延发展——谈“中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组合展演”的特点[J].人民音乐(评论). 

2014,(2)：46-47. 

24、郭小利，王耀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当代海外有效传播的“三关键”与“五步骤”[J].中国音乐

学.2014,(4)：96-101. 

25、王耀华，郭小利.新课标音乐课程教材编撰的七大关系[J].课程·教材·教法.2014,(10)：70-76. 

26、郭小利,郑长铃. 海峡两岸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J]. 文化月刊,2013,11:123-125. 

27、郭小利. 活态传承民族音乐[N]. 人民日报,2013-07-23014. 

28、张小梅、郭小利. "药家鑫事件"引发的音乐教育省思,第八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论文集

《艺术人才培养的跨越发展》，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 年。第 44-48. 

29、郭小利. 家庭教育的典范之作——评畅销书《好妈妈胜过好老师》[J]. 郑州师范教育,2012,06:93-96. 

30、郭小利,王耀华. 为有源头活水来——谈音乐创作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创新[J]. 人民音乐,2012,01: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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