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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木卡姆元素融入初中音乐课堂可行性研究

——以新疆喀什市巴楚县第三中学为例

姑海尼沙·热合曼

巴楚县第三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843800

摘　要：论述在新疆喀什市巴楚县三中初中音乐课堂中导入十二木卡姆元素的可行性。首先对介绍这一元素所依据的理论

基础进行分析，主要有文化传承和多元音乐教育必要性。然后，说明所面临之挑战，例如教师对于十二木卡姆文化缺乏瞭解，

教学材料及资源缺乏，学生在学习十二木卡姆时的文化认同与现代审美之间的矛盾，传统音乐接受程度，十二木卡姆作为

传统音乐结构复杂教学不够吸引人，而流行歌曲的旋律更简单，节奏更现代，课时安排及教学进度冲突等。针对上述问题

提出强化教师培训，研发合适教学材料，运用多媒体技术，通过构建传统与现代的超链接，实现文化基因的活性转化，设

计互动性强的教学活动和跨学科教学的策略。研究显示，采取上述举措将十二木卡姆元素导入初中音乐课堂是高度可行的。

关键词：十二木卡姆；进初中音乐课堂；可行性；传统与现代的超链接

引言

1．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传统音乐中的一颗明珠，它

承载了丰厚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在全球化、现代化的

今天，怎样有效地继承与弘扬这一文化遗产成了一个不可

忽视的问题。十二木卡姆文化在初中音乐课堂中的导入，

既有利于学生对多元音乐文化的理解与鉴赏，又可以提升

学生对于本土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感。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也遇到了很多挑战，比如教师对于十二木卡姆文化认识不

到位，教学材料及资源缺乏，学生在学习十二木卡姆时的

文化认同与现代审美之间的矛盾，传统音乐接受程度，

十二木卡姆作为传统音乐结构复杂教学不够吸引人，而流

行歌曲的旋律更简单，节奏更现代，课时安排及教学进度

冲突等，课时安排和教学进度之间存在冲突等。

2．十二木卡姆进初中音乐课堂的必要性

文化传承来看，十二木卡姆作为维吾尔族传统音乐中

的珍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学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承担着履行文化遗产保护职责，使美育和文化传承相统一

的义务。初中阶段是学生文化意识养成的关键时期，在音

乐课堂中引入十二木卡姆元素，能够让学生接触并理解少

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自信，避免这些珍贵文化

被时代发展所遗忘。多元音乐教育层面而言，它所富含的

音乐语汇和初中艺术课程标准有很高的契合度，有利于学

生加深多元文化认知了解，促进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和文

化主体意识培养。从文化润疆战略需要出发，把它带入课堂，

可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与融合，建设中华民族

共同的精神家园，提高“五个认同”的教育效果，使传统

文化得以持续弘扬。另外《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对于

民族音乐的传承也有着明确的规定，这为十二木卡姆文化

进入课堂提供政策上的合法性，不仅丰富音乐课程的文化

内涵，扩大美育资源供给的同时，也促进体验式学习与跨

学科融合教学的开展，这是国家课程标准实施与地方课程

资源开发的延伸。

本研究基于量化研究方法，以巴楚县第三中学 529 名

初中生为研究对象，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二木

卡姆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转化可行性进行实证分析。研

究聚焦学习者接受度这一核心维度，通过系统考察初中生

对该艺术形式的认知基础与学习意向，为传统音乐文化的

教育传承提供数据支撑。

1. 根据对我校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

1.1 学生认知现状调查结果 1. 人口学特征分布：样本

构成显示性别比例均衡（女生 58.29%，男生 41.71%），年

级分布以初三学生为主体（84.15%），初一（6.92%）和初

二（8.93%）占比较小。2. 基础认知水平：89.8% 的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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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准确辨识十二木卡姆的民族归属属性，认知准确率显著

高于非准确认知群体（7.65%），表明该艺术形式在青少年

群体中已形成基本认知共识。3. 认知深度分层：调查对象

呈现四级认知梯度，其中系统性认知群体占 22.04%，基础

认知群体占 48.82%，初步认知群体占 14.75%，零认知群体

占 14.39%，反映出认知程度的结构性差异特征。

1.2 学习动机与态度分析 1. 学习意愿显著：调查显

示 71.4% 的 受 访 者（ 非 常 感 兴 趣 28.96%， 比 较 感 兴 趣

42.44%）对课程开设持积极态度，消极态度者仅占 17.12%

（不太感兴趣 6.92%，完全不感兴趣 10.2%），表明学生群

体存在显著的学习需求。2. 价值认知多元：主要学习动机

包括文化认知需求（57.19%）、审美发展需求（52.67%）、

心理调节需求（42.08%）和文化传承需求（47.54%），反

映出学生对十二木卡姆教育价值的多元化认知特征。这表

明学生对学习十二木卡姆有较高的意愿，通过学习与鉴赏

十二木卡姆，学生能开阔音乐视野，增强对各种音乐风格

的认知与理解，发展节奏感、音准等音乐基本素质。同时，

十二木卡姆所传达的积极情感，如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等，

能从情感教育方面给予学生积极引导，促进其审美情趣和

高尚情操的发展，推动学生全面成长。

1.3 课程实施期望分析 1. 课程接受度显著：76.14% 的

受访者（非常希望 27.69%，比较希望 48.45%）支持课程引入，

反对者仅占 14.02%（不太希望 5.46%，坚决不希望 8.56%），

表明该课程具有较高的潜在接受度。2. 内容需求特征：学

生表现出对审美体验（53.3%）、表演实践（44.63%）和文

化认知（47.91%）三个维度的显著偏好，反映出对十二木

卡姆艺术形式的多维学习需求。

1.4  教学形式与课时安排偏好分析 1. 跨学科教学形式

偏好：调查数据显示，受访学生对音乐课整合模式（30.06%）、

美 术 跨 学 科 模 式（22.95%） 及 校 本 课 程 模 式（16.21%）

等多元教学形式呈现显著偏好，表明学生对十二木卡姆

的学习存在明显的跨学科需求特征。2. 课时安排合理化倾

向：在课时配置方面，50.64% 的受访者倾向于固定课时制

（每周 1-2 课时），26.96% 支持弹性课时制，二者均体

现出对课程实施可行性的理性考量，这一结果与初中阶段

课程设置的基本规律具有一致性。（五）学习障碍因素分

析 1. 教学实施挑战：调查显示主要障碍包括知识理解难度

（44.08%）、师资专业性不足（25.8%）及教材适配性问题

（24.23%），反映出课程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需求。2. 学

业压力：课业负担顾虑（23.13%）构成重要的实施阻力因素，

需针对性解决。

2. 十二木卡姆元素资源融入音乐课堂教学的可能路径

及其民间传承基础分析

2.1 学生学生的获取路径

学生对十二木卡姆的兴趣是将其融入音乐课堂的重要

基础。除了上述提到的学生对十二木卡姆课程的兴趣和进

入音乐课堂的期望外，在获取十二木卡姆相关知识的途径

方面，58.47% 的学生通过电视节目了解，40.8% 的学生通

过网络视频和文章获取信息，37.49% 的学生通过家人朋友

介绍及民间艺人了解。这说明学生获取十二木卡姆知识的

途径较为多样，为课堂教学提供了一定的辅助。并且学生

对于学习十二木卡姆的具体方式也有一定的期望，如希望

在音乐课上欣赏、学唱经典片段的占 30.06%，希望在校本

课程专门系统学习其历史、文化、艺术内涵的占 16.21% 等，

这些数据为我们设计教学路径提供了参考。

2.2 民间文化土壤的调查报告 

 巴楚县作为喀什地区木卡姆文化的重要传承地，目前

以卡龙琴为核心，拥有一名传承人，在巴楚县海景区和各

乡镇民间有 16 名民族乐器演奏者，还有 20 多名刀郎舞表

演者。木卡姆艺术通过婚礼、节庆、景区演出等形式融入

民间生活。吐尔逊·艾孜木自治区级传承人，培养了 60 多

名徒弟，目前在红海景区工作。木卡姆表演是维吾尔族婚礼、

麦西莱甫（民间歌舞聚会）的核心环节。例如，吐尔逊·艾

孜木常受邀在婚礼上演奏卡龙琴，通过即兴弹唱传播木卡

姆文化。县文化馆定期举办非遗培训班，邀请传承人授课，

并组织木卡姆艺人参与春节晚会等官方活动。例如，吐鲁

番木卡姆艺人曾受邀参加县级春晚。巴楚县木卡姆艺人年

均参与婚礼、麦西莱甫等活动约 50 场次， 巴楚县红海景区

每日至少 1 场演出，年均约 300 场次。  巴楚县当地有着深

厚的十二木卡姆文化环境。在这片土地上，活跃着许多民

间艺人，他们是十二木卡姆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这些

艺人有着精湛的演奏技艺和演唱水平，能够原汁原味地展

现十二木卡姆的魅力。当地也经常举办与十二木卡姆相关

的文化活动，如在传统节日、婚礼、丰收庆典等场合，都

会有十二木卡姆的表演。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当地居民的

文化生活，也为学生接触和了解十二木卡姆提供了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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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学校周边的社区和乡村中，也存在着浓厚的十二木

卡姆文化氛围，为学生营造了耳濡目染的学习环境，使得

将十二木卡姆融入音乐课堂具有天然的民间教育传承基础。

3. 十二木卡姆资元素源融入音乐课堂教学的现实困境

目前，十二木卡姆的本质是民间自发传承的活态艺术，

其精髓在于即兴创造与生活化表达。十二木卡姆并非通过

系统培训传承，而是民间自然传承的，教师的困境是如何

将这种民间创造性的元素引用到学校课堂中，难以深入掌

握十二木卡姆复杂的音乐要素，如 Maqam 调式系统、复合

节拍韵律等。这导致教师在教学中无法准确传授知识，难

以完整展现十二木卡姆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例如在讲

解其历史渊源、发展过程以及与维吾尔族人民生活的关系

时，可能不够深入。同时，教师难以在现代教学中融入传

统的口传心授教学方式，无法设计出有效的教学方案，影

响了学生对十二木卡姆文化的学习效果。

尽管十二木卡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但对于部分学

生来说，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文化内涵与日常接触的流行

音乐或其他传统音乐差异较大。需要选拔有兴趣或有潜力

大学生，而不是全班参与。需要分层教学，或者设置选修

课，社团等形式。同时，实际课堂中出现学生技能差异大，

教学资源不足，文化内涵方面，社会功能，情感表达等学

生缺乏这些背景知识。同时，还存在教学内容选取问题，

十二木卡姆内容丰富复杂，如何选取适合初中学生认知水

平和教学目标的内容，是一个挑战。另外，第二课堂的建

立也存在问题，缺乏完善的第二课堂活动规划和资源支持，

难以让学生在课堂之外深入学习和体验十二木卡姆文化。

4. 十二木卡姆元素资源融入课程化实施的主要困难对

策和教学的运用

4.1 资源利用，提供传播条件  

民间文化传播的本质是，人 - 文化 - 技术 - 环境的动

态互动。条件提供传播可行性，优势则转化为传播效能。 

巴楚县当地有着深厚的十二木卡姆文化环境。在这片土地

上，活跃着许多民间艺人，他们是十二木卡姆文化的传承

者和传播者。应该挑选有特长的教师，传统与现代的超链

接 ，并充分利用民间和社会资源，利用现有资源，我也是

教育工作者，文化传承者，面对的是学校环境中的音乐教育，

特别是像我们巴楚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学校缺乏先进

的技术设备，资金和培训资源有限，但拥有一定的民间艺

人资源，并且能够有效的整合现有的人力和社会资源。寻

找一种可持续，可操作的方法，将传统的十二木卡姆融入

现代教育系统，而不过度依懒外部技术和资金支持。利用

现有的教师和民间资源，通过合作和实践让学生接触并传

承这一文化遗产。此外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自愿参与

度，同时保持十二木卡姆的原生性和活态传承特点。当特

长教师团队能通过木卡姆演出获得稳定副业，当学生改编

版本被民间自发传播时，活态传承便真正实现教育系统与

民间生态的血液循环。设置一些教学方法，比如：比较教学，

用流行歌曲的元素引出木卡姆的特点，或者现代技术手段

让学习更互动。还有考虑学生的兴趣点例如如果学生喜欢

流行歌曲中的节奏感，可以介绍木卡姆木复杂的节奏模式，

将其分解，用现代节拍来解释。

4.2 开发适合初中学生的十二木卡姆教学材料

依据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构建“4+X”模块矩阵“4”

指民间文化传播的四大基础要素——人（传播主体与受众）、

文化（内容内核）、技术（媒介工具）、环境（社会与经

济生态）；“X”代表动态变量，包括政策干预、突发事件

（如节庆热点）、跨界创新（如文旅融合）等。核心模块

包括审美感知模块，培养学生对十二木卡姆的音乐感知与

鉴赏能力，通过鉴赏经典曲目体会其旋律、节奏和情感表达；

文化理解模块，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十二木卡姆背后的历史、

文化和宗教背景知识，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表演实践模块，

让学生参与演唱和演奏实践活动，提升音乐表现能力；创

作体验模块，鼓励学生以十二木卡姆为素材进行音乐创作，

如即兴创作或改编音乐元素。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水

平和学习能力分层设计教学材料，初一阶段注重感知体验，

如节奏型辨识和旋律模唱；初二阶段重视理论认知建构，

如调式分析和曲式结构；初三阶段强调创造性运用，如即

兴创作和改编实践。研制双语对照教材，运用原文、意译、

注音等方式帮助学生突破语言障碍，加深对歌词内涵和文

化内涵的理解。结合多媒体资源制作配套教学课件、视频

和音频，丰富教学材料形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4.3 采用多媒体技术，提高教学吸引力

多媒体在现代文化传播的定位，利用专业音响设备播

放十二木卡姆经典作品，让学生清晰聆听音乐细节，感受

独特的音色、旋律和节奏。通过视频资料展示十二木卡姆

表演场景、演奏技巧和文化背景，如播放传统婚礼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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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典的表演录像，让学生直观了解其在维吾尔族生活中的

重要地位。运用动画和图片等方式讲解十二木卡姆的音乐

理论，如 Maqam 调式系统和复合节拍韵律，使抽象的音乐

概念形象化，便于学生理解。例如，用动画展示调式转换

过程，让学生直观感受不同调式的差异。开发虚拟演奏教

学系统，鼓励学生使用计算机或平板电脑等工具，模仿热

瓦普、都塔尔等十二木卡姆乐器，提高参与度和学习热情。

采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为学生提供

沉浸式学习体验，如让学生通过 VR 设备身临其境地感受

十二木卡姆的演出场景，或通过 AR 技术将虚拟乐器、乐谱

与现实场景结合，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4.4 设计互动性教学活动，增强学生参与度

传统元素与现代学校活动结合。比如课桌舞，需要利

用课桌道具，结合木卡姆的节奏。舞蹈操则需要融合传统

舞蹈动作和现代健生操。表演乐队需要使用传统乐器和现

代乐器结合，或者用电子音乐模仿。组织小组合作学习，

将学生分成小组，共同完成与十二木卡姆相关的节目，如

小组合唱、乐器合奏和音乐短剧表演。通过课桌舞的肢体

参与、互动乐队的声景共创、让学生在“做”中理解何为“多

元一体”。在团队合作中，学生分工协作，发挥各自特长，

共同学习和掌握十二木卡姆知识，提升团队协作能力和音

乐综合素养。举办十二木卡姆歌唱大赛、乐器演奏大赛、

创作大赛等音乐比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竞争意识。

学生在竞赛中积极准备，努力提高表演和创作水平，同时

相互学习、相互欣赏。开展音乐鉴赏活动，让学生分享对

十二木卡姆的感受和理解，促进学生表达不同观点和见解，

培养音乐鉴赏能力和批判性思维。邀请非遗传承人或专业

艺人走进教室，与学生面对面交流互动，让学生亲耳聆听

演奏和歌唱，了解原汁原味的十二木卡姆技艺和文化。

4.5 让文化成为学科的超链接  

与历史学科结合，讲解十二木卡姆的历史发展脉络，

让学生了解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演变过程，以及与

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例如，在学习古代维吾尔族历

史时，阐述十二木卡姆在宫廷音乐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

在民间的传承和发展。与语文学科结合，分析十二木卡姆

歌词的文学价值，如诗歌的节奏、意境和修辞手法。通过

解读歌词，让学生深入理解维吾尔族文学艺术和文化内涵，

同时提高语文素养。与美术学科结合，指导学生根据十二

木卡姆的音乐风格和文化底蕴进行美术创作，如绘画、手

工制作等。学生通过作品表达对十二木卡姆的情感和理解，

提升艺术创作能力。与舞蹈学科结合，学习十二木卡姆相

关的舞蹈动作和样式，感受音乐与舞蹈的完美融合。通过

舞蹈表演，学生更深刻地体会十二木卡姆的律动和韵律，

提高身体协调性和艺术表现力。与信息技术学科结合，借

助数字化工具和平台，让学生收集、整理和分析十二木卡

姆相关信息，并制作电子小报、PPT 等，提升学生的信息

素养和综合实践能力。在实际教学中，应根据不同的教学

内容和学生需求，灵活运用上述策略。例如，在赏析十二

木卡姆经典作品时，利用多媒体技术播放音乐录像，组织

学生小组合作讨论音乐特点和文化内涵；在学习演唱或演

奏时，请专业艺人指导练习，提高学生表演能力。同时，

结合跨学科教学，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深入理解十二木卡

姆文化，并根据学生对课程形式的期望，合理安排教学形

式和时间。

5. 研究结论和建议

在新疆喀什巴楚县第三中学初中音乐课堂中融入十二

木卡姆文化元素，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和教育意义。虽然

面临教师对文化了解不足、教学材料和资源缺乏、学生接

受度不高、课时安排与教学进度冲突以及教学内容选取和

第二课堂建立等问题，但通过加强教师培训、开发适宜教

学资源、运用多媒体技术、设计互动式教学活动、实施跨

学科教学等策略，能够有效提升教学效果，增进学生对

十二木卡姆文化的了解和欣赏。为更好地促进十二木卡姆

文化融入初中音乐课堂，建议学校进一步重视教师培训，

提供充足的培训资源和支持；加大教学材料和资源的开发

力度，根据学生实际需求和反馈不断完善教学材料；依据

学生兴趣倾向和对课程形式的期望，合理组织教学内容和

形式；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如与非遗传承机构、艺术

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更多学习和实践机会。

同时，持续关注学生学习反馈，不断调整教学策略，提高

教学质量，实现十二木卡姆文化的有效传承和学生音乐素

养的全面提升。 

6. 结束语

通过本论文的分析讨论可以发现十二木卡姆文化在新

疆喀什市巴楚县三中初中音乐课堂中的导入有着文化传承

及教育意义。尽管我们面对着众多的挑战，但我们仍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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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加强教师的培训、开发合适的教学资源、采纳多媒体技术、

设计交互式的教学活动和实施跨学科的教学策略来应对，

它能有效地增强教学效果，便于学生了解十二木卡姆文化

并加以鉴赏。这样既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又可以丰富学生音乐素养、发展其多元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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