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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文化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传承 
丁佳木 

（吉林省洮南市向阳乡中心小学   137100） 

摘要：民族音乐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绚丽文化中的瑰宝，是文化传承至今的历史沉淀以及历史见证，无一不反映出充满智慧的古
代各族人民。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在新时期薪火相传，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为世人所用，在小学阶段的音乐教学中，逐渐获得
较为广泛的关注，也成为小学生成长过程中需要必须学习的一项内容，使得民族音乐文化能够传承不息。对此，本文主要针对民族
音乐文化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传承展开深入探究，希望能够对小学音乐教学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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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期积淀之下，民族文化衍生至今，是各族人民

智慧的结晶，民族音乐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不仅历史悠久，同时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新时期，
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既面临着机遇，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挑战，
传承问题一直是民族音乐文化发展中所不能忽视的问题，在小
学阶段的音乐教学中加以弘扬发展，奠定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
基础，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关键内容之一。 

一、民族音乐文化在小学音乐教学中传承的意义 
（一）满足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实际需要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所在，是民族生生不息的

源动力，也是一个民族长期发展的历史见证。文化软实力逐渐
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体现的因素，民族音乐文化在传统文化
的继承与发展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以
及进步，传统文化为顺应历史前进的脚步也需要不断做出调整，
淘汰与时代发展相悖的内容，吸收接纳促进时代发展的积极因
素，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渠道逐渐被缩小。孩子是祖国的希望
与民族的未来，在小学阶段加以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是让民
族音乐文化能够从本源上加以传承，是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
重要渠道[1]。 

（二）有利于延伸教学内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小学阶段是全面培养小学生综合学习能力的重要时期，各

个方面都需要加以发展，音乐学科更是不能缺少的一门教学内
容。现阶段的小学音乐学科教学多半是以教材作为教学蓝本，
教学内容拘泥于教材本身，学生的学习视野也局限于此，长此
以往也会限制学生的想象力，不利于激发小学生的学习潜力[2]。
而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加以民族音乐文化教学，是对课本教学内
容的拓展以及延伸，同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精
神世界，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对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
的意义。 

二、民族音乐文化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传承对策 
（一）使广大小学音乐教师具备民族音乐文化教学的素养 
小学阶段的音乐教学，长期以来课程的开设一直处于弱势

地位，得不到广泛的关注以及重视，小学音乐教师的个人音乐
素养也可想而知。教师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渠道，想要
在小学阶段的音乐学科教学中实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首要
关键性内容在于教师能够系统、良好的掌握民族音乐文化的相
关内容，这对于教师自身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传统意义上
的音乐教学，教师只需要掌握教材内容就好，而要进行民族音
乐文化的传承，就需要教师能够将民族音乐文化内容与教材内
容之间建立起一定的联系，掌握民族音乐文化的知识体系，提
高自身的民族音乐文化素养[3]。因此，小学音乐教师需要全面掌
握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以及理论基础，了解民族音乐文化
的基本分类构成，甚至要学习民族乐器，掌握一定的民族唱法，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为学生展开教学。 

（二）结合当地特色开展民族音乐文化教学 

民族音乐是一个民族乃至于一个地域风土人情的外在表
现，更是一个民族的代表，如同湘西土家族的《八哥洗澡》以
及云南傣族的《微傣泐》等等，都是民族音乐文化的地域体现。
因此在小学阶段的音乐学科教学中，想要进行民族音乐文化更
好的传承，也需要结合本地区特色展开教学，教学活动的开展
不能够脱离实际，使得本地区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能够得到更
为合理的利用[4]。以东北地区为例，教师可以让学生想一想东
北地区有着什么样的少数民族，又有着怎样的民歌。学生畅所
欲言，满族以及鄂伦春族都是都是东北地区常见的民族，而《鄂
伦春小唱》等也是本地区本民族的民歌，教师除此之外也可以
向学生介绍东北地区的民族音乐文化，例如扭秧歌的历史等等，
帮助学生拓宽视野，同时也能够增强对于本地区民族音乐文化
的认同感，实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三）对以往的教学方法加以创新 
想要实现在小学阶段的音乐学科教学中民族音乐文化更好

的加以传承，对于以往的教学手段方法需要不断的加以创新，
对于教学实践能够注入进全新的元素，使得民族音乐文化能够
获得传承。学生感受到音乐存在的魅力，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
能够仅仅是对学生进行歌曲的演唱教学，应当能够让学生积极
参与进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成为课堂教学前进的掌舵者，发挥
出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能够感受到民族音乐文化学
习的独有魅力[5]。例如在学习《茉莉花》这首民歌时，教师可以
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同时进行小组间的评分，也可以让学
生自己在课余时间搜集一些与“花”有关的歌曲，和全班同学
分享，这样能够使得学生在与同学交流中领悟到民族音乐文化
学习的精髓所在，有利于实现民族音乐文化在音乐学科教学实
践中的传承。 

结束语： 
民族音乐文化传承至今，其中优秀的文化内容重视能够对

世人带来积极的影响，而同时有关于民族音乐文化在新时期的
发展、传承也面临着众多的挑战，在小学的音乐学科教学实践
之中，不断融入民族音乐文化内容，也使得民族音乐文化在新
时期的发展获得充足的动力，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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