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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乐器在幼儿园课程中的运用与开发 

徐文仪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学院  湖南怀化  418000） 

摘要：民族乐器即中国的独特乐器。现一般流行的有琴、筝、箫、笛、二胡、琵琶、丝竹、鼓等，是代表着中华传统音乐文化
的乐器 1。幼儿期是人一生中最佳的学习时期，也是各方面发展的关键期，让幼儿接触、学习民族乐器不仅可以开发幼儿智力，并使
其身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同时也是一种很有效的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途径。 

 
一、民族乐器之简介 
在古代，音乐起源于生活，是劳动人们日常生活中创造的，

很多乐器也是如此，由此可见，这些乐器是随着传统文化发展
而来，民族乐器的传承与发展为我国实现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梦有这重要促进的作用。 

1、民族乐器的分类 
我国的民族乐器越有百余种，按照我国民间传统习惯，将

乐器分为：吹、拉、弹、打四类（见图 1.1），在国际音乐学界，
按照乐器的声源体、振动体的性质和特征来划分，将乐器分为：
体鸣乐器（吹）、膜鸣乐器（打）、气鸣乐器（吹）、弦鸣乐器（弹、
拉）2。 

吹管乐器 拉奏乐器 弹奏乐器 打击乐器 

笛子、箫、排箫、
唢呐、笙、芦笙、
管子、筚篥、巴
乌、葫芦丝、侗
笛、唎咧、埙等

京胡、高胡、板
胡、二胡、大胡、
革胡、坠胡、擂
琴、二弦、大筒、
椰胡、南胡等 

古琴、筝、柳
琴、琵琶、阮
咸、三弦、月

琴等 

扬琴、钹、锣、鼓、
木鱼、沙的、梆子、
板、铃、摇鼓、编
钟、编磬、柷、渔

鼔等 

图 1.1 
2、民族乐器代表 
传统乐器与中华传统文化共同发展，一同谱写出 5000 年中

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传统乐器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之一，经
典乐器代表之作有古琴:流水、广陵散、潇湘水云、梅花三弄、
平沙落雁、忆故人。古筝:高山流水、渔舟唱晚 、战台风。琵琶:
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阳春白雪 。二胡：赛马、二泉映月、
空山鸟语。笛子：姑苏行、绿野仙踪等，葫芦丝：月光下的凤
尾竹。唢呐：百鸟朝凤。筚篥：雨霖钤，勒部羝曲。巴乌：湖
边的孔雀、烟盒舞。月琴：迎春曲。椰胡：蕉窗夜雨。阮咸：
瑶族长鼓舞、火把节之夜。坠胡：新春乐、豫西风情。打击乐
器：八哥洗澡、湘西苗鼓、金蛇狂舞、龙腾虎跃等经典曲目 3。 

二、民族乐器的教育价值 
1、促进受教育者身心发展 
音乐认知是人类最高级的认知功能，认知功能是外界刺激

作用于人脑时，大脑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处理并转换为内在的
心里活动，从而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民族乐器作为中
国传统乐器，它的教育价值不可忽视，它在不同的程度上对人
的大脑、审美等各方面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2、建设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幼儿园课程 
随着经济教育国际交流关系的密切性，很多国外的课程模

式被引入到中国，很多幼儿园尝试用国外的课程模式，认为这
是幼儿园的一种特色，所以幼儿园的特色课程建设本身就是在
受到幼教业界的重视。许多学者认为将文化因素视为“知识资
金库”将更有利于幼儿教师建设幼儿园课程，传统音乐文化非
常丰富，特别是中国传统乐器的教育价值与可开发的空间非常
大，幼儿教师可以用有意义的方式来分析幼儿对于传统乐器的
一种兴趣，充分利用传统乐器来展开并在幼儿园环境创设或者
是教育教学活动。 

3、传承民族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 

中华民族传统民族乐器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凝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精华，是民族智慧的精神结晶，
在幼儿园课程中充分挖掘与开发民族乐器的教育价值，不仅能
然孩子从小感受到本民族艺术文化的魅力，同时对建设具有中
华民族音乐文化底蕴的音乐教育体系，是我国民族音乐走向世
界，立于世界音乐文化之林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民族乐器在幼儿园课程中的运用 
1、开展民族器乐为主题的教研活动 
园长应鼓励全园教师重视自己的家乡资源，重视传统文化

和本土文化，教育出具有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孩子。可组织幼儿
园教师进行集体备课与研讨，研讨的主要目的为了让教师掌握
不同年龄班级幼儿打击乐器教学的具体目标，知道不同音乐的
结构等设计的具体目标，了解不同段落、节奏设计的具体目标
为主。并且能根据不同年龄班幼儿打击乐教学设计合适目标，
能够根据不同音乐结构、段落等设计相应的教学目标。最后提
升教师对学前理论知识的求知欲及主动学习的精神，养成良好
的幼儿教师岗位职业素养及灵活的工作态度从而提高强烈的探
索意识和科研水平。大家集体探讨，请优质课教师并对幼儿园
教师进行培训，促进其教研能力与组织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 

2、开展民族乐器的音乐活动教学 
幼儿园五大领域教育活动是幼儿掌握知识的最佳途径，可

以在活动设计的目标中将民族乐器设计在教育的三维目标里
面。通过根据不同年龄班幼儿打击乐教学设计合适目标，剖析
主题背景下艺术领域音乐打击活动教育目标的不同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中融入民间乐器演奏的作品《三棒鼓》、《春节序
曲》和《赛马》等作品，在幼儿已经学会的基础上，让幼儿使
用传统打击乐器，为这些经典的传统曲目进行配音等活动，同
时与同园教师分享自己做的传统特色课程，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3、利用传统节日开展民乐汇演活动 
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

传承积淀下来的宝贵历史遗产。幼儿传统节日教育,以传统节日
作为教育幼儿的载体对幼儿进行教育,具有很深刻的意义 4。一到
过节，举国同庆、同祭，这与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一
脉相承，是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中国的传统节日非常多，
如年全国人民普遍只晓的有元旦、元宵节、寒食 、清明节、端
午节、七夕情人节、敬老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腊八节 、
除夕和春节等，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传统节日组织幼儿园民乐汇
演活动，在特殊的气氛展现这些优秀的传统乐器的魅力，让幼
儿在浓烈的气氛中热爱上民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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