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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音乐教学改革中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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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教学领域的改良进程正在不断深化，高校在教育教学中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我国教育领域的水平与质量。因此，
对于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指导更应当加以重视和提升。纵观我国当下的高校音乐专业的教育教学现象，其中仍旧存在一定的问题
需要解决，进而能够保障我国高校音乐外向型人才的有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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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音乐专业教学应当加以整合和提升，与当下的时代发展相

结合，完善学校教育同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并且在教育教学的过

程中能够增强学生的核心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发展。

在外向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下，高校应当从教育理念、教学方式等方

面进行综合性的提升。我国具有众多民族，例如，苗族民歌中蕴含

着自身强有力的特点和艺术价值，是我国音乐艺术建设和发展的重

要参考和蓝本。我国各民族音乐均具有各自的地区特点，能够给予

欣赏者不同的欣赏体验。音乐教学是义务教育阶段培养学生音乐素

养的重要课程，也是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重要方式。在音乐教

学中加入民族音乐教学不仅可以让学生对民族文化有一定的学习了

解，还可以在教学中对学生渗透爱国、诚信等品格教学，使学生的

人格能够得到健全的培养。

1. 高校音乐教学改革中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

1.1 拓展学生音乐涉猎广度
在学生学习和发展的过程中，兴趣是奠定学生逐渐成长和完善

的重要基础，因此，教师在开展教学内容的过程中应当明确学生当

下的学习需求，建立完善系统的教学机制，提升课堂教学的流畅性

和顺利性，进而能够奠定学生良好的学习基础。当下国家和教育部

门对于学生的艺术鉴赏要求正在不断加深，音乐课堂教学也应当以

有效提升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进行音乐知识教学为主。应当针对

学生的音乐鉴赏和当下的音乐课堂教学需求进行合理的音乐课堂教

学设计，引导学生积极参加音乐课堂教学活动，主动进行音乐课堂

教学学习 [1]。

1.2 建设民族文化的弘扬平台
在进行音乐专业外向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可以将民族音乐、区

域优秀音乐与教育教学工作相结合，给予学生全新的学习体验，在

感受中华音乐的博大精深基础上，能够奠定外向型人才成长的坚实

基础。当少数民族民歌逐渐与历史接轨，能够给予民歌崭新的发展

领域，保证民歌能够展现区域历史基调的同时，提升民族文化的自

豪感和认同感。在根本意义上而言，音乐与学校教育之间的融合能

够解决少数民族民歌的传承和发展问题，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应当

考虑到学生对于少数民族民歌的认识和理解，给予观众更加符合国

人审美需求的音乐形式，满足新时期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2]。

1.3 丰富教师教学丰富多样性
在音乐教学中使用少数民族音乐能够有效整合学生的学习进

程，针对学习需求和学习目的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手段，能

够保证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不受影响，保护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给予学生更为完善和充实的学习环境。教师在使用这种教学形式的

过程中应当不断完善自身的教学形式，转变传统音乐教学中一味进

行模仿教学的局限性，增强课程的生动性，给予学生全新的学习感

受。通过少数民族音乐的教育教学，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方式能

够得到加强与提升，帮助学生获得良好的音乐学习成绩，增强学生

的学习充实感和愉悦感。

2. 高校音乐教学改革中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

2.1 改变高校音乐教师教学理念，提升高校音乐教学出
发点

音乐教学的内容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具有

十分重要的关联性，学生在学习音乐知识的过程中不能够简单的进

行音乐知识的单一学习，而是应当举一反三、协同学习，通过不同

科目的综合性学习掌握具有深度的音乐知识。在高校音乐专业教学

的过程中，教师应当转变固有的单一化的教学理念，拓展自身的教

学内容和方向。并且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有效

的与学生开展沟通与交流，正确的引导学生将课堂学习内容与生活

实践相结合，提升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和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的满足感和愉悦感 [3]。

少数民族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渗透和使用也是我国在教育

教学领域中的进步，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是“中国梦”实现过

程中精神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我国第三产业、教育教学领域

建设的重要步骤。在上文的论述中已经有所提及，少数民族音乐在

传统的音乐文化中具有代表性，能够在表演的过程中展现出少数民

族音乐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能够展现出作为中华儿女的民族归属感

和责任感，也能够体现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深厚底蕴与价值。

2.2. 优化高校音乐教学内容，给予学生充分的反思总结
时间

音乐是一种特定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文学、美术、书法等均具

有自身的艺术性，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将音乐学

科与政治、历史、语文等科目相结合，不仅能够满足“多学科联合

教学”的教学创新需求，还能够转变单一化教学对学生的不良影响，

扩展学生学习视野，增强音乐教学质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向学

生展示音乐作品的创作背景，利用历史、文学、音乐联动教学形式

提升学生对于音乐作品风格、背景、流派等因素的理解。能够在赏

析与学习作品的过程中提升对作品内涵理解，增强情感把控能力，

引导学生了解更为深刻的作品中心思想。在教师与学生的固化思想

中，音乐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之间具有较大距离，而在素质教育理

念下，艺术教育与文化教育之间互相促进、互相引导，二者之间并

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能够求同存异、开展综合教育，促进

学生综合发展 [4]。

高校在进行音乐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当设定相应的教材内

容，并且根据当下社会中的人才需求进行相应的调整与转变，奠定

外向型人才良好的培养基础。学校应当开设乐理课程，在保证能够

提升学生知识素养的基础上迎合学生的兴趣爱好，进而能够有效提

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且形成教育教学的良性循环。其中黔东南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2）2020，8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苗族音乐活动尤为盛行，例如每年黔东南台江县的“姊妹节”、黔

东南剑河县的“六月六”、黔东南雷山县的“苗年节”都吸引着全

国无数游客来到这里领略当地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教师可以将以

上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内容与学生建立良性的交流和探讨。学生在接

受少数民族音乐知识的教育和渗透过程中能够不断增强自身的学习

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有效提升对于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认识

和技能掌握。

2.3 创建先进教学评价机制，转变教师队伍专业性
教学评价是证明学生学习能力的重要契机和条件之一，通过完

善的教学评价能够增强学生对自身学习能力的认识，提升学生对于

自身音乐学习和发展的定位，完善当下的音乐教学质量和方式。然

而在当下高校音乐教学评价的过程中能够看出，学生接受的教学评

价仍旧处于初级阶段，基本上体现在学生的考试成绩中，难以从多

个角度、全方位的展现学生的学习能力和音乐技能。因此，高校应

当在学生的音乐鉴赏、音乐知识、音乐演奏、课堂表现、考核成绩

等众多因素上进行综合性的评价，进而能够将学生的学习进步全方

位的展现出来。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充分的激发和调动之后，

高校音乐教学自然会出现相应的提升。

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与世界上众多国家的民歌文化之间具有相似

性，在唱腔、唱法、节奏上都能够寻求到相似点。并且众所周知，

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没有国界之分的，即便是在语言文化上存

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对于音乐的欣赏是具有普遍性的。在少数民族

音乐文化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选择一部分具有国家民族特点的

音乐进行协同教学，进而能够给予学生不同的音乐文化教育和引导，

帮助学生感知音乐之间的交流和发展。在教学中尊重学生的音乐文

化鉴赏能力和方向，对于少数民族音乐能够给予极大的肯定，对于

其他民族的音乐也应当博采众长，扩张学生的艺术欣赏范畴，奠定

少数民族音乐教学的坚实基础 [5]。

结束语
根据上文的论述能够明确，在外向型音乐人才的培养和教育过

程中，应当加以整合和改良，转变现阶段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和局限，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水平，在音乐素养和掌握能力

上，对学生加以干预和教育。在核心素养教学的基础上，逐渐提升

我国高校音乐教学水平，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专业人才。同时，高

校音乐教师应当创新自身教方式，在教学中融合少数名族优质音乐

文化，给予学生更愉悦的学习体验与感受。以提升课堂教学效率与

质量、提升课堂趣味性、扩展学生音乐学习视野、奠定良好的音乐

素养和基础。

【参考文献】

[1]金英,张金石.基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高校音乐教育改革研究[J].科技风,2020,(14):45. 

[2]刘媛媛.基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高校音乐教育改革研究[J].科技风,2020,(2):77. 

[3]周璇.少数民族音乐融入高校音乐课堂的措施探讨[J].大观,2020,(2):117-118.

[4]崔雪花,金学洙.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视域下高校音乐教育改革探究[J].文艺争鸣,2020,(2):203-208.

[5]史晓宇.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融入高校音乐专业课堂的实践[J].北方音乐,2020,(3):28,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