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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在高中音乐教学中的融合探究
朱　晋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高级中学，湖北 恩施 445000）

摘要：在当今社会，随着文化多样性的日益凸显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中音乐教学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作为中华民族

五千年文明的精髓之一，民族音乐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对于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高中音乐教学中，民族

音乐文化的融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面临着诸多挑战与问题。因此，本文旨在探讨民族音乐在高中音乐教学中的融合，以期能够引

领教育实践朝着更加多元、全面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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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音乐在高中音乐教学中的融合的重要意义

民族音乐，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结晶，承载着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高中音乐教学中，将民族音

乐与现代音乐教育相结合，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对学

生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推动。这种融合不仅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更在塑造学生精神世界、提升文化素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首先，民族音乐在高中音乐教学中的融合，有助于不断增强

学生的民族意识。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

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是每个教

育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民族音乐的引入，可以让学生通过旋律、

节奏、歌词等音乐元素，深刻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独特

魅力，从而培养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这种民族意识的

培养，不仅有助于学生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坚守本民族的文化根

基，更能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

其次，民族音乐的教学可以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在

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许多学生对传统

文化知之甚少，甚至产生了疏离感。而民族音乐，作为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旋律、歌词、演奏方式等都蕴含着丰富的历

史信息和文化内涵。通过学习和欣赏民族音乐，学生可以更加深

入地了解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精神内涵和价值观念，从而增强

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热爱。这种认识的提高，不仅有助于学生在

日常生活中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更能为他们的未来发展

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最后，民族音乐的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艺术审美观。艺术

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音乐作为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

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通过学习和欣赏民族音乐，学生可以感受

到音乐的美感和韵律之美，从而培养起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这

种艺术审美观的培养，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更能为

他们的未来发展提供广阔的视野和无限的可能。同时，民族音乐

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和独特艺术魅力，也能够启迪学生的创新

思维和想象力，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二、高中音乐教学中民族音乐文化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高中音乐教学的实际过程中，尽管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着一些显著的问题，这些问题

不仅影响了民族音乐文化的有效传承，也阻碍了学生全面音乐素

养的提升。

一方面，一个显著的问题是西方音乐理论与内容在教学中的

过度强调，从而削弱了民族音乐文化的价值。受全球化趋势的影

响，许多高中音乐课程在教学内容上更加倾向于西方音乐，将其

视为音乐教育的核心。这种倾向不仅体现在教材的编写上，更反

映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学生们被要求学习和掌握西方音乐理论，

如和声学、曲式学等，而民族音乐文化则往往被边缘化，仅仅作

为点缀或附加内容。这种做法不仅忽视了民族音乐文化的独特价

值和深厚底蕴，也剥夺了学生深入了解和欣赏民族音乐的机会，

从而导致了民族音乐文化的边缘化。

另一方面，高中音乐教学中存在着重理论而轻实践教学的倾

向，导致技能与文化教学的不平衡。在当前的音乐教学中，往往

过于注重音乐理论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了音乐文化的内

涵和精神的传递。这种教学方式使得学生虽然掌握了音乐技能和

理论知识，但却缺乏对音乐文化的理解和感知能力。民族音乐文

化教学更是如此，由于缺乏足够的实践教学环节，学生往往只能

停留在表面上的模仿和记忆，而无法真正理解和感受民族音乐的

魅力和文化内涵。这种技能与文化教学的不平衡不仅影响了学生

音乐素养的全面提升，也阻碍了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入传承和发展。

三、民族音乐在高中音乐教学中的融合的策略

（一）加强多元文化理解，深化民族音乐文化教学

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文化的多元性已成为不可忽视的

现象。高中音乐教学，作为培养学生审美情感、文化修养和创造

力的重要途径，更应当肩负起传承与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重任。

因此，加强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深化民族音乐文化教学，成

为了高中音乐教学的重要任务。

以“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曲鉴赏教学为例，这不仅仅是一

首歌曲的教学，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教育。在教学之初，教师可

以通过多媒体手段，向学生展示祖国各地的美丽风光、民族风情，

让学生首先从视觉上感受到中国的多元与美丽。随后，引导学生

探究歌曲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让学生了解这首歌曲是在

何种历史背景下创作，它所表达的情感和寓意是什么。通过这样

的教学，学生不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歌曲，还能增强对民族文化

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可以结合民族音乐的

特点，引导学生欣赏歌曲中的旋律、节奏、和声等音乐元素，让

学生感受到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同时，鼓励学生尝试用自己的

方式演唱这首歌曲，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民族音乐的韵律和情感。

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还能培养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此外，为了加强学生对多元文化的

理解，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民族音乐文化交流活动，如邀请

民间艺人进校园进行表演，或组织学生参观民族音乐展览等。通

过这些活动，学生可以直接感受到民族音乐的魅力，增强对多元

文化的认识和尊重。深化民族音乐文化教学，还需要教师不断更

新教学理念和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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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组织学生进行民族音乐创作、表演等活动，让学生在实

践中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和创造力。同时，

鼓励学生在学习中敢于质疑、勇于探索，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

和创新能力。

（二）创设音乐教学情境，激发民族音乐学习兴趣

在高中音乐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使其

主动投入到学习中，是每位音乐教师都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创

设音乐教学情境，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能够将学生带入到

具体的音乐场景中，让学生在身临其境的感受中体验音乐的魅力，

从而激发对民族音乐的兴趣。

以“辽阔的草原”这首歌曲鉴赏教学为例，教师可以利用多

媒体设备，展示出一幅幅生动的草原画卷，让学生仿佛置身于那

广袤无垠的草原之上。随着画面的切换，教师可以播放草原上的

风声、牛羊的叫声，以及远处传来的马蹄声，让学生感受到草原

的宁静与生机。在这样的情境中，学生更容易产生对草原音乐的

共鸣，对“辽阔的草原”这首歌曲产生浓厚的兴趣。为了进一步

增强学生的音乐体验，教师还可以邀请学生参与到音乐表演中。

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一次模拟的草原骑马表演，让学生

在模拟的骑马动作中感受草原的辽阔与自由。同时，配合着“辽

阔的草原”这首歌曲的背景音乐，学生能够在身体力行中更深刻

地感受到音乐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民族音

乐的特点，创设出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教学情境。例如，在鉴赏“辽

阔的草原”这首歌曲时，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蒙古族的音乐文化，

包括蒙古族长调的特点、蒙古族乐器的种类和演奏方式等。通过

这样的介绍，学生不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蒙古族音乐文化，还能

在对比中感受到“辽阔的草原”这首歌曲的独特魅力。在创设音

乐教学情境的过程中，教师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情境的

创设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让学生能够产生共鸣；其次，情境

的创设要具有趣味性，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情境的

创设要具有教育性，能够让学生在情境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三）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培养民族音乐鉴赏能力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丰富，高中音乐教学迎

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在民族音乐鉴赏教学中，利用

现代化教学手段，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能深化学生

对民族音乐的理解和鉴赏能力。

以“江南丝竹”这首歌曲鉴赏教学为例，教师可以充分利用

多媒体技术和网络资源，为学生打造一个身临其境的江南水乡音

乐世界。首先，教师可以通过高清的影像资料，展示江南水乡的

美景：细雨蒙蒙中的古镇、碧波荡漾的湖面、穿梭其间的乌篷船，

以及身着传统服饰的乐手们。这些影像资料不仅为学生提供了直

观的视觉体验，更能与“江南丝竹”的旋律相互呼应，使学生更

容易沉浸在江南的音乐氛围中。接着，教师可以利用音频处理软件，

对“江南丝竹”这首歌曲进行分解和重构。让学生分别听到丝竹

乐器中的笛、箫、二胡、琵琶等单一乐器的演奏，再将这些乐器

的声音进行组合，让学生感受到不同乐器之间的和谐与交融。这

种教学方式不仅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江南丝竹的特点和魅力，更能

培养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和分析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互

动式教学平台，与学生进行实时的互动和讨论。例如，教师可以

设置一些与“江南丝竹”相关的问题，让学生在平台上进行回答

和讨论。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还能帮助

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反馈，从而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

总之，通过具体生动的教学例子，如“江南丝竹”歌曲鉴赏教学，

教师可以看到这种教学策略的实际效果。它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主动性，更深化了学生对民族音乐的理解和鉴赏能力。

因此，教师应当积极探索和实践这种教学策略，为培养更多具有

深厚民族音乐鉴赏能力的青少年贡献力量。同时，教师也应不断

提升自己的信息技术素养和教学水平，为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

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四）引导学生学、唱民歌，增强民族自豪感

在高中音乐教学中，民族音乐的融合不仅是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更是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的重

要途径。通过引导学生学习和演唱民歌，能够使学生在音乐实践

中深切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从而激发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

自豪。

以“澧水船夫号子”为例，这首歌曲起源于中国湖南省澧水

流域，是船夫们在劳作时唱出的一种劳动号子。它以其独特的旋

律和节奏，展现了船夫们坚韧不拔、勤劳勇敢的精神风貌，是民

族音乐的瑰宝。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首先通过多媒体设备播放“澧

水船夫号子”的原始录音或视频，让学生聆听船夫们真实、粗犷

的歌声，感受其独特的韵律和节奏。随后，教师可以对歌曲的历

史背景、文化内涵进行详细介绍，让学生了解这首歌曲背后的故

事和它所代表的民族精神。接着，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学习歌曲的

旋律和歌词。通过反复练习和模仿，使学生能够逐渐掌握歌曲的

演唱技巧，体会船夫们的心声。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鼓励

学生互相交流、合作，通过集体合唱的形式，让学生更加深入地

感受歌曲所传递的团结协作、共同奋斗的精神。此外，教师还可

以组织学生进行歌曲表演，让学生在舞台上展示他们的学习成果。

通过表演，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胆量和表现力，还能够增强他们

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当学生在舞台上唱响“澧水船夫号子”

时，他们的心中会涌起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自豪，这种情感将伴

随他们一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和创新意识。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澧水船夫号子”进行改编

或创新，让学生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创作出具有现代气息的新作品。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还能够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四、结语

高中音乐教育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而民族

音乐的融合则是高中音乐教学的重要一环。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

我们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提高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培

养他们的艺术审美观。然而，实现民族音乐在高中音乐教学中的

融合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教育工作者们共同努力，不断创新教学

方法，拓展教学内容，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音乐学习体验。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高中音乐教学中的民族音乐融合将会迈上一

个新的台阶，为学生的综合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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