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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音乐教学中渗透中华传统文化的路径分析
蒋　敏

（武昌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2）

摘要：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育人元素，在新时期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背景下显得愈发重要。因此，将中华传统

文化有效渗透到高职音乐教学中，充分发挥音乐文化的美育功能，既有助于增强学生对音乐文化的认同感，又能深化学生的音乐素养，

助推高职音乐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然而，在以往的教学工作中，高职教师并未重视音乐文化的挖掘与弘扬。基于此，本文从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的现实需求出发，探讨了如何通过渗透中华传统文化推动高职音乐教学的变革与创新，以期促进音乐文化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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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华传统文化在高职音乐教学中的渗透，一方面，有助

于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与传承，另一方面，能够提升

高职学生的文化素养、音乐素养，使其深入领悟音乐文化的多元

魅力，实现全面发展。但是，在外来文化、外来音乐的影响下，

高职院校的学生较为推崇西方音乐。这制约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音乐教学中的有效渗透，影响了学生的音乐认知与音乐审美。

一、现阶段高职音乐教学的现状

（一）西方音乐文化占比过重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追求

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在此背景下，音乐教育的深化改革

愈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对西方音

乐文化的盲目崇拜，是影响本土音乐文化挖掘与渗透的重要因

素。一是，部分高职教师侧重于传授西方音乐的文化内涵、乐

理知识，甚至在某些情况照搬西方国家的教育模式，而忽略了

从本土文化的角度，探索音乐教学的创新与变革之路。这导致

学生过于关注音乐的呈现形式，难以真正传承其中的精华。二是，

高职院校的教师大部分是学习西方音乐出身的，其本身缺乏对

中华传统文化的领悟能力，进而难以将中华优秀文化背后的精

神渗透到课堂教学中。

（二）音乐学科整体地位不高

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已成为当前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重点任

务。以文化渗透为导向，推动高职音乐教学的创新，可以有效唤

醒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推动学生音乐素养的持续发展。但是，

由于应试教育的长期影响，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层级在评估

学生阶段性学习成果时，侧重点普遍聚焦于学生的考试成绩，而

未能充分关注他们综合素养的发展情况。由此导致高职音乐教学

的地位严重偏低。此外，高职教师在开展工作的实际中，也普遍

缺乏培训的机会，进而造成音乐教学的整体效果欠佳，难以适应

培养学生文化意识的现实需求。

（三）音乐实践活动欠缺

相对于其他学科、其他专业，音乐教学更加强调学生的体验

和实践。这种特征决定了只有开展相对密集的实践活动，才能有

效保障音乐课堂的教学效果。但是，从现阶段高职音乐教学的实

际来看，大多数教师仍无法摆脱传统教学方法的窠臼，以理论知

识传授为主。同时，在教学实践中，高职教师也缺乏顶层设计思

维，甚少组织以文化为主题的音乐实践活动。尽管有部分学生基

于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相关的课程实践，但是，彼此之

间并未就相关问题展开深层互动。针对上述问题，高职音乐教师

在后续的教学创新中，应因地制宜地组织多样化的实践活动，从

而引领学生在活动交流中深化自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

理解。

二、高职音乐教学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路径

（一）转变教育理念，提升课程地位

要想有效发挥高职音乐教学的美育功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弘扬与传承，相关单位在深化音乐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必须

充分认识到音乐学科的育人价值、育人功能，进而通过更新教学

观念，从根本上提升音乐学科的教学地位，为后续的教学创新奠

定现实基础。

首先，优化顶层设计。其一，相关部门应引领高职院校在课

程建设中有机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鼓励并表彰高职院校通过

渗透优秀文化来推动音乐教学工作的创新与变革。其二，完善传

统音乐类教师的晋升渠道、招聘渠道，以及组织多样化的培训活动，

以此指导高职音乐教师深刻理解“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等指导思想。这有助于大幅度提升专任教师的教学热情，促使其

在教学工作中全面落实“立德树人”“以生为本”等教育理念。

其三，合理发挥相关部门的“资质监管”手段，即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渗透程度作为评估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标准，以此强化

高职教师重视对创新音乐教学的重视。这有助于带动整个校园的

音乐氛围、文化氛围。其四，通过运用政府职能，深化校企合作。

具体来说，在相关部门的牵头带动下，高职院校可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构建协同育人模式。比如，邀请非遗传承人到校担任

教师，以此打通课堂教学与就业岗位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培养高

职学生的音乐技能。

其次，从院校层面出发。为更好地落实因材施教教育理念，

高职院校应结合办学特色、学生层次，建设人才培养专项小组体

系，以此围绕渗透中华传统文化，打造个性化的音乐教育模式。

这有助于变革以往按部就班的教育形式，提高音乐教学的多样性、

吸引性。另外，在“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引领，高职院校

应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构建“学生讲、学生想、学生演”的

教育模式。

最后，从教师的层面出发，创建双师型教师队伍。一方面，

高职院校应加强对音乐教师的培训，引领专任教师在相关的培训

活动中不断更新自身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从而实现内外兼修。

另一方面，针对高职音乐教师，增设“第二课堂”。这有助于深

化音乐教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知能力，进而促使其通过创

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深入感受音乐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创新精神。

（二）整合课程资源，拓展课堂教学

在高职音乐教学中渗透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这能够在丰富音乐教学资源的同时，提升学生的文化涵养，

推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高职音乐教材

中蕴含的文化资源较为分散，其育人价值难以得到全面挖掘。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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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我国对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视，高职音乐教学中对西方

音乐文化的崇拜呈下降趋势，越来越多的教师认识到渗透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但是，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效渗透，

还需要高职教师从现实出发，深入整合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当

代价值。全面挖掘、整合优秀的音乐文化资源，有助于激发学生

学习传统音乐文化的内在动力，让传统音乐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

①挖掘音乐教材中的文化内涵、道德修养等。我国优秀的传

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教育

价值，是先辈们智慧的结晶。高职音乐教师承担着重要的育

人职责，挖掘教材中蕴含的文化教育资源，是新时期全面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路径。以“苏州评弹”为例，音乐教师

便可以带领学生从历史、文化、社会等维度，深入探析“评弹”

所承载的地域文化，展现的精神风貌与价值观念。从不同的视角

拓宽课堂教学资源，可以让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全面感受中华传统

文化的多元魅力、地域特色。

②提供多样化的教学资源。为强化学生的音乐认知，高职音

乐教师可以通过开展合作类探知活动，指导学生学习古曲谱、传

统曲目等，从而提高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高职院校的

学生正处于思想活跃的阶段，因此，引入合作学习模式，可以激

发学生学习传统音乐文化的兴趣和积极性。音乐教师可以结合学

生的学情，将他们科学地划分为不同的小组，并通过布置合作任务，

帮助学生在活动中积极探索古曲谱、传统曲目中蕴含的音乐知识、

文化内涵等。

（三）创新课堂形式，彰显当代价值

基于渗透中华传统文化创新高职音乐教学，不能仅停留在文

化知识层面，教师还应深入思考如何实现音乐教学的本土化，强

化学生对音乐作品背后历史背景、时代特征、主题情感的理解与

感悟。因此，在创新课堂形式的过程中，高职音乐教师可以整合

经典的民间音乐、流行音乐等素材，从而有效促进当代流行音乐

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让流行文化服务于课堂创新。当代

流行音乐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催生了许多新的优秀作品。

以大型文化音乐竞演真人秀《最美中轴线》为例，该节目创

新性地将现代的歌曲创作融入中轴文化中，从不同的视角展示了

中轴线的历史文化价值。这对于高职音乐教学的创新具有重要的

启发意义，有助于推动音乐教学的本土化发展，彰显中华传统文

化的当代价值。

首先，在音乐创作中融入文化遗产的地域特色。在《最美中

轴线》中，节目组的嘉宾和主持人聚焦于中轴线上的古代建筑和

民俗文化，通过领略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地域特色，迸发出

了新的创作灵感。比如，位于中轴线上的北京天桥，从元明时代

到清末民初，随着商业经济与文化娱乐的繁荣发展，逐步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天桥平民文化。因此，节目组的嘉宾在对北京天桥进

行采风后，结合其曲艺、杂耍等文化特色，以 rap 的形式创作了《天

桥故事》。《天桥故事》的编曲具有浓厚的京味，可以让观众在

愉悦的视听活动中沉浸式地了解北京天桥的民间文化。所以，高

职音乐教师在渗透中华传统文化时，也可以组织趣味性的采风活

动，从而引领学生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迸发出新的音乐灵感。

其次，在音乐创作中呈现真实的遗产文化场景。《最美中轴线》

打破了以往的音乐表现呈现，给予了观众一场难以忘怀的视听盛

宴。以往的音乐类节目通常采用固定的现场实景演出形式，而《最

美中轴线》全部以路演的形式呈现音乐作品，即构建“熟悉的内

容 + 陌生的表现形式”，促进当代流行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融

合发展。这种融合性地呈现，可以有效调动现场观众的情绪，使

其在欣赏原创音乐的过程中，深入感受中轴线遗产文化的大气磅

礴。对于高职音乐教学而言，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多样化的路演活

动，为学生打造音乐实践平台。这有助于降低课堂教学的枯燥性，

引领学生在音乐实践活动中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音乐创

造能力。

（四）尊重个体差异，构建多元评价

中华传统文化表现出非凡的包容会通精神、突出的地域性和

多样性。这种特色使得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折射出不同的生活方

式、思想价值等。因此，高职教师可以结合我国文化的多样性、

多元化，来打造个性化的音乐课堂、构建多元化的课程评价体系，

进而有效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提高学生的音乐技能。

此外，采用多元化的方法评价学生的阶段性学习成果。这有

助于保障中华传统文化在高职音乐课堂中的渗透效果，确保多角

度、深层次地评估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情况。以往的课程评价通

常由教师主导，这种单一化、片面性的评价模式，难免会影响到

学生的音乐学习状态，无法对其进行全面客观地评价。由于中华

传统文化远大精神、源远流长，高职音乐教师在渗透中华传统文

化时，学生的关注点会有所不同。因此，构建新的评价体系，实

现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方法的多元化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

由音乐教师带头组建包括学生、家长、企业人员等在内的评价小

组，综合评价学生对传统音乐文化的感知能力、创新意识、实践

技能等，以此帮助学生透彻全面地了解自身的学习情况、课堂表

现情况。这有助于引导学生及时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学习方法，

推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评价体

系，鼓励学生自评。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是新时期深化职业教

育改革的重点要求。因此，在课堂评价中，音乐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展开自我评价，通过分析、评价自我的音乐表现能力，及时解

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完成自我评价后，学生还可以展开互相评价。

这有助于进一步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中

华传统音乐文化的主观能动性。总之，基于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

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构建多元化的音乐课程评价体系，能够让

学生在音乐文化的良好熏陶下实现自我内化、全面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职音乐教学中积极渗透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不仅有助于全面发挥音乐学科的育人价

值，还能极大地丰富、整合音乐教学资源，指导学生高质量地完

成探究活动。因此，在实践创新中，一方面，高职音乐教师应革

新自身的教学观念，全面把握教育时代的发展趋势，有针对性地

在课堂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保

障教学效果。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完善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机制，

鼓励教师结合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探索渗透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

路径，以此点燃学生了解、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推动中华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传承。

参考文献：

[1] 刘娟娟 . 探讨多元文化背景下高职音乐教育中民族音乐的

传承与发展	[J]. 知识文库，2024，40	（02）：13-16.

[2] 谢佩君 . 多元文化音乐教学在高职音乐教育中的作用	[J].

戏剧之家，2023（30）：171-173.

[3]孟盈.黄河流域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学前音乐教育探究	[J].

黄河 . 黄土 . 黄种人，2023（18）：47-49.

[4]赵亚蕾.传统音乐文化在高职声乐教学中的实践应用探究	[J].

戏剧之家，2023（26）：105-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