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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思考
刘  琰

( 南阳师范学院  河南南阳  473000)

经过几千年的文明发展，我国也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民族音乐文化就是其中之一，蕴藏着极为珍贵的民族精神与文化

财富。然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更迭，民族音乐文化也面临着难以传承的问题，作为一名音乐教师，将音乐教育中传承和

发展民族音乐文化是其义不容则的责任和义务。对此，本文也将对学校音乐教育中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展开进一步探讨，

希望对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长远发展有所帮助。

音乐教育；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而在今天，随着多元
化文化的交织，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和冲击，
学校作为音乐教育主要载体，更应肩负起弘扬和传承传统民族
音乐文化的重任，以带动整个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

1、音乐教育中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必要性

1.1  有利于保持传统文化活力
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一种极为重要的民族精神文化，民族

音乐的特点之一就是地域特色十分鲜明，通过民族音乐可以让
人感受到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文化。迄今为止，我国已有多个
民族音乐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并且它也是传统文化的表现形
式之一，因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所以在民间有着极高的公
众参与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进一步带动了我国传统文
化的发展 [1]。在民族音乐中，人们不但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情感，
而且还能切身感受到根植于其中的传统文化。因此，传承民族
音乐文化，对保持我国传统文化活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2  有助于优秀音乐人才培养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审美和

主流价值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越来越喜欢新鲜事物，加之
外来文化的入侵，民族音乐文化逐渐从大众视野中消失，这
对于民族音乐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不利影
响。学校作为音乐教育的一个主要载体，更应肩负起推进民
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大责任与使命，将民族音乐文化融入教
育体系，全面培养富有传承精神的优秀音乐人才，以更好推
动民族音乐文化发展。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可以帮助各阶层
学生更加全面清晰地了解民族音乐，感知民族音乐文化，并
深深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气质和情感。因而
学校音乐教育需要立足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培养出更多
高素质、德行兼具的音乐人才。

2、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之间的联系

2.1  强调内在基础地位构建
当前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多种文化的交织

发展，我国在和他国进行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也建立了
许多全新的文化基地。对于世界各个国家来说，都希望能够通
过对本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来构建全新的文化格局，以此在世
界文化之林中始终屹立不倒。但是，在我国当前的民族音乐教
育中，大部分学校并未建立一套完整的教材体系，也未将民族
文化教学目标细致化、科学化，长期下去，导致音乐教师和学
生缺乏传承和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责任和意识，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了民族音乐文化发展。

2.2  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以音乐教育为媒介
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播平台众多，其中最有效也最广泛的一

种传播形式就是学校音乐教育，这是进行民间音乐传播与渗透
的主阵地。通过将民族音乐文化融入学校音乐教育中，不仅可
以让各阶层学生掌握和深刻理解民族音乐文化的内涵，进而充
分发挥出自己在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桥梁作用，而且还能
让学生在学习了解民族音乐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民族音乐文
化传承的重要性，为中华民族文化始终能够源远流长作出贡献。

2.3  学校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相融
如今我国正大力推广素质教育，学校教育应当以此为基础，

以提升音乐学习者的综合能力为切入点，把民族音乐文化渗透
到校园音乐教育中，着重突出对文化传承的重视，并开拓新思
路以增进其与现代音乐人文之间的互动，从而使学习者在学校
音乐教育教学中可以更加全面的认识中华民族文化底蕴和内
涵，借助学校音乐教育平台全面提高学习者的民族音乐人文意
识水平，为今后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夯实基础。

3、学校音乐教育中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策略探讨

3.1  树立正确文化观念
首先，行动是在思想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所以对于民族音

乐文化的传承思想意识与正确的文化观念很重要，学校和教师
应当端正自身的民族音乐观，深入探索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和当
代文化的内涵，以此提高学校音乐教育实效性，让原本缺乏生
气与灵魂的音符变得更有力量、更生动 [2]。其次，相关教育部
门还需要将民族音乐文化纳入具体的音乐教学目标之中，并对
其传播与传承进行详细的教学目标分解，创建一个完整且有效
的教学体系，以更好让所有音乐教育工作者都能够基于教学目
标进行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3.2  创新音乐教学模式
为了有效提升学校音乐教育中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有效性，

学校应当打破陈规，突破传统教学方式的桎梏，在原有教学模
式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首先，从音乐技术层面来说，在课
堂教学中，教师可适当选入一些较为优质的民间音乐作品，了
解其中所蕴含的文化特点，深刻理解作品的含义，以更好让学
生在学习中加深他们的感悟，并且在教师的耐心指导下，学生
能够熟练掌握音乐作品中的演绎技巧，进而加深他们对民族音
乐作品的切身感受与体验；其次，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且每
个民族风俗习惯都不同，同样的在民族音乐文化上自然也有所
差异。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对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进行细
致分解，让学生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不同之处，
进而加深他们对各民族音乐作品的了解，提升教学质量，而逐
步提升他们对民族音乐文化的认同感，也能够更好让学生认识
其传承的价值以及必要性；最后，在教授民族音乐史时，教师
可采用借助音乐作品讲解历史的教学形式，通过情景融合，加
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通过提问让学生融入课堂氛围，跟随教
师的思路，提升音乐教学的趣味性，加深学生对音乐文化发展
规律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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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注重学校音乐教育体系建设
传承民族音乐文化还需要构建一个完善的音乐教育体系，

在此过程中，学校及其教师不仅要基于完整的音乐理论体系来
建立音乐教育目标，同时还要使其更加完整和系统。在开设一
些传统音乐文化课程的过程中，要充分将本国国情与各民族音
乐特色相结合，既要摆脱欧美技术理论的影响，还要润物细无
声的进行本土文化创新与渗透，为其今后的民族音乐传承夯实
基础。

3.4  实现教材与课程设置优化
要想实现学校音乐教育中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首先是要

对课程结构进行优化，以不断完善民族音乐教学的内容。在这
一点上学校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提高民族音乐课程在音
乐教育总课程中的占比，增加民族音乐教学内容，加强对民族
音乐文化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注重对传统音乐知识、传统
乐理以及传统声乐运用等方面内容的教学讲解，以促进整体教
学内容得以优化，同时综合学生的实际水平与学习状况，在教学
中适当加入地方性戏剧教学，开展有针对性的民族音乐教学 [3]。

其次，在教学中，教师还要注重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
内容要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同时还要充分注重民族音乐在地
域性、民族性以及精神方面的深度统一结合，要以发展的眼光，
在充分利用课本资源的同时，高度整合与挖掘本土或地方的音
乐资源、民间乐器与舞蹈以及传统戏剧等，诚邀专业度高且具
有科研精神的校本科研专家团队来进行教材内容编写，将民族
音乐内涵与精华深深融入学校的音乐教育中，进而提高学生对
民族音乐的整体认识。

最后，注重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实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当前是一个数字网络化时代，现代传媒技术在科技的不断进步
下也在飞速发展，自媒体层出不穷，对此，学校音乐教育也应
当加强对多媒体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改变原本的音乐教学模式，在原有民族音乐文化教育活动的基
础上进行趣味性延伸，同时在课堂中加入影视片段、动画、声音、
图片等多种教学形式，便于学生更加直观清晰地认知民族音乐，
感知民族音乐文化，提升民族音乐学习兴趣，进而深入理解民
族音乐文化的内涵和意蕴。

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国文化大融合的今天，学校音乐教育
还需从健康生态文化的角度来传承和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加强
对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建设与创新，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的深度交流与融合，对于外来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
将外来文化中的精髓深深扎根于我国本土文化土壤中，真正促
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与传承，在获得人民认可的同时，推动
学校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充分融合、共同发展。

3.5  加强民族音乐师资队伍建设
在学校音乐教育中，教师是知识的主要传播者与实践者，

可以说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教师是密不可分的。通过教师有
意识的引导和辛勤教导，可以让更多学生具有民族音乐文化传
承的意识与能力。但事实上，在当前的学校音乐教育中，因为
对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视稍晚，且高校也未重视对民族音乐
专业人才的培养，所以造成优秀的民族音乐教师短缺。也正是
由于师资力量不足等原因，导致在实际的民族音乐课堂中也出
现了很多问题。例如，课堂质量低下，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热
情不高，教师无法很好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等。
另外，优质教师队伍的短缺问题，还严重使得民族音乐教育在
学校音乐教育中发展进程相对迟缓。由此看来，不管是要民族
音乐教育得到长远发展还是要弘扬民族音乐文化，都需要加强
民族音乐教师师资队伍建设，唯有加强教师教学水准，提升他
们自身的民族音乐教学能力与综合素质，才能使得民族音乐文
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得到良好继承与发扬。

4、结论

综上所述，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它既
是一种精神文化，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力量，在世界文化多元化
的今天，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是提升国家软实
力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对此，学校与音乐教育工作者应当承
担起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重任，将民族音乐文化纳入学校音乐
教育教学中，引导学生认知并感知民族音乐文化，以更好实现
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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