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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多元，呈现出来的传统音乐文化也更
加丰富多彩。现阶段我国高校声乐学科教学上仍然受西方音乐文
化影响比较大，声乐理论、教学方式上几乎很少考虑传统音
乐，这就使教学效率低、课堂氛围比较沉闷，学生很难对传统
音乐感兴趣，基于这一背景，下文主要对传统音乐文化的艺术
特征、作用以及融入到高中声乐教育中的有效途径展开论述，
望能推动高校声乐教学的发展。

1  传统音乐文化所具有的艺术特征
首先，传统音乐注重咬字和发音。将传统音乐与流行音乐

进行对比研究后会发现，传统音乐的发音相较于流行音乐而言更
加字正腔圆。音乐具有大众性、独特性特点，大众性主要指的是
听众比较多，而独特性则指的是，每一首音乐作品都有不同的创
作背景，传递的内容也不同，这些特点下，为了能够使歌词表达
清楚，就需要重视音乐的旋律，利用旋律来刺激听众的听觉，在
这一过程中，腔圆成为传统音乐的重要支撑。在音乐的表演过程
中，字正腔圆能够更好地把歌曲当成所抒发的情感、描绘的人物
生动形象，使音乐更加具有感染力。其次，传统音乐注重音色的
个性化。西方国家的音乐作品中主要强调了音色之间的融合，而
我国传统音乐则更加重视的是音色。演唱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特殊
音色来进行演唱，使音色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最后，传统音乐注
重润腔的作用。在传统音乐作品中除了主旋律还要有很多辅助的
旋律，这时就突出了润腔的重要性，它既能够使作品更加丰富，在
一些细节当中也具有独特的魅力，能够使作品表达出更加充满意
境、情感更加丰满的效果。

2  高校声乐教学当中传统音乐文化融入的重要性
首先，传统音乐文化对优秀传统文化有传承作用。传统音

乐在不同时期都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国历史悠久，所凝
聚的传统音乐文化形式比较丰富，通过传统音乐文化能够使学生
更加了解历史，使学生在日后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自发继承和弘
扬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其次，传统音乐能对高校声乐教学的发
展有促进作用。在实际教学当中西方音乐理念占据一席之地，使
之呈现出来的教学理念、方法相对比较单一，往往是生搬硬套的。
传统音乐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色。将传统音乐文化作为
声乐教学资源能拓宽学生视野，从而促进高校声乐教学效果的提
高。最后，通过传统音乐文化的融入能够不断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在新课改背景下，学生在今后的生活、工作当中要能够适应不同
的环境，发挥自身才能，不断地为我国为社会作出贡献。传统音
乐文所折射出来的民族文化、情感以及艺术性，都值得学生学习。
这就能够使学生通过学习不断加强认知，感悟真谛，使自身的审
美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在此基础之上可以根据自己对传统音乐文
化的理解进行创作，提高自身的创造能力，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
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3  高校声乐教学当中融入传统音乐的有效途径
3.1提高声乐教师的专业素质
教师在教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师的学术水平和专业

素质，会影响教学的开展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因此，在高校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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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教学当中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提高声乐教师的专业素质，
在教学过程当中，要勇于创新和实践，对于学生要制定差异化的
教学方案，不断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以此来保证声乐
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3.2注重情感式教学
我国历史永久，也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无论是在语言、生

活还是风俗上，都存在着差异，所以，在一些民族性的歌曲当中，
所呈现出来的也是各具特色的特点，常见的山歌、调子都是广大
劳动人民的生活折射，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所以在高校声乐教学
中，既要考虑到传统音乐的融合，也要考虑情感的抒发。例如利
用《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在开展教学过程中，学生会先
入为主地认为这是一首情歌，教师要主动介绍《在那遥远的地方》
的创作背景、演绎的内涵等，学生会对歌曲的学习有浓厚的兴趣，
在此基础之上，教师要引领学生对音乐进行合理的分析。

3.3要利用好多媒体教学
音乐学科中影像资料尤为重要，以往很难将传统音乐所表达

的情感通过文字进行细致的描述，而伴随着多媒体的出现，让传
统音乐在课堂上尽量呈现得原汁原味成为可能，因此，教师要重
视多媒体设备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在教学中要多多引入多媒体。
例如在借助传统音乐《山路十八弯》组织教学时，就可以先在网
络上搜集一些与之相关的音频、视频、图片等，而后对这些资源
进行整合，通过多媒体来进行播放，通过这样的形式，既能提高
学生学习声乐的兴趣，也能活跃课堂氛围，同时也能使学生提高
对音乐的鉴赏力。

3.4优化教学内容
目前我国高校声乐教学当中仍然受西风音乐的影响较大，往

往会忽略掉对学生的专业训练和系统训练，教学模式比较单一，
所以将传统音乐文化融入到声乐教学需要不断的调整声乐教学的
内容，对音乐课程要进行合理设置，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不
断地弘扬我国传统民族声乐艺术。与此同时，无论是在课程时间
还是教学重点的设置上，都要更加合理，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的
同时，呈现出较为全面的传统音乐文化，使学生学习到传统音乐
文化的内涵。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音乐学科在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逐

渐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当然也使我国艺术文化的发展得到了进
步，教师在对传统音乐文化全面理解后，利用合理的方法将其融
入到教学中，使学生更好的掌握相关的音乐知识的同时，不断提
升综合素质，从而不断推动声乐教育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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