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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族音乐文化可以说是由本土文化精华构成的，在经历了漫

长的历史发展之后，被人们传承下来，高校是培养社会人才的
摇篮，在传承民族文化中也有着重要的责任，但是目前学校在
音乐教学中，对于民族音乐文化的普及程度较浅，导致音乐教
育偏于西方化，高校需要引起重视，并通过有效的方式改善这
一现状。

1　高校音乐教育中传承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性
首先，民族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至今，其本身有着珍

贵的文化价值，而且也是不同民族百姓生活智慧的真实表现，
学习民族音乐文化，学生能够获知更多的音乐体裁，了解其他
民族的发展历程以及生活习俗，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能够减
少不同民族之间的距离，促进各个民族友好交流[1]。

其次，文化内涵的培养，民族音乐文化中基本上都是真实
的生活场景，能够帮助学生了解人们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生活状态以
及情感变化，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的差
异与特色，从而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提升自身音乐文化内涵。

最后，丰富音乐课程内容，将音乐教学和民族文化进行融合，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高校教学质量，使整个课堂氛围活跃起来。
过去的音乐教学中都是教师为学生播放课本曲目或是自顾自地讲
解一些音乐理论，但是增加了民族音乐文化就不同了，通过带领
学生分析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结合生动的情感描述，丰富音乐
课程内容的同时还可以增加课堂对于学生的吸引力。

2　当前高校音乐教学中民族文化传承基本现状
民族音乐中蕴含着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百态，也是我国

传统文化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在高校教育中融入民族音乐文化，
有利于培养和提升学生音乐素养[2]。但是现阶段高校音乐教育中
教师主要向学生传授的是相关理论与技巧，通常不会涉及到民族
文化，只有部分音乐专业的学生才有可能了解一些，而且很多高
校中甚至没有设置音乐类课程，所以大部分学生对民族文化并没
有概念，即便安排了音乐课，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大多采取传
统单一的教学模式，课堂沉闷无趣，这样一来，学生对音乐的学
习都可能提不起兴趣，更不用说民族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再
加上当代大学生作为新时代青年，更偏爱带有浓厚时代特征的潮
流音乐，而民族音乐听起来相对枯燥，对他们来说毫无吸引力，部
分学生甚至都没有听过民族音乐。

3　在高校音乐教学中传承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措施
3.1在课堂教学中适当融入民族音乐文化
要想在课堂教学中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就需要将其融入音

乐教学过程，作为教师应当摒弃传统落后的教育观念，可以从以
下三方面入手：第一，发挥自身引导作用，循循善诱地帮助学生
领会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第二，让学生了解音乐教学与民族
文化的中的联系；第三，在日常教学活动中，要将民族文化研究
的重心放在地域方面，增强学生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融入学习
氛围，并真正学会欣赏带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文化。民族音乐文化
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同样地，继承和发扬也需要持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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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的努力和坚持[3]。
3.2将学生作为课堂主体
民族音乐教育是建立在高校音乐课程安排的基础之上的，但

是多数教师目前的教学方式依旧单一，很难实现预期效果。为
了保证课堂质量，需要将学生的主体性提升上来，为他们提供
主动参与其中的机会。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高校可以优化和
调整课程设置，不但能够有效提升民族音乐在其中的重要性，
也能够进一步引起学生的重视。例如，高校可以利用校内来自
五湖四海学生分布地域面积广，存在多个民族的特点，鼓励他
们在课堂上分享或是表演当地的民族音乐，增加课堂活跃度的同
时，可以带动学生之间相互感染的氛围，他们对于民族音乐文
化的了解也会更加深入具体。因此，将学生从被动听课转换为
主动参与，对于增强学生的综合素养也很有帮助。

3.3增添音乐教学活动
为了增加课堂教学的多样性，教师可通过拓展教学活动实

现，从而更好地调动学生对于民族音乐的热情，有了兴趣的加
持，往往可以使学习效果事半功倍。例如，可以结合实际情况
邀请一些民间艺人来到课堂讲解民族文化[4]。他们的到来可以增
加课堂的新鲜感，而且学生对于民间艺人的了解知之甚少，也
更愿意静下心来听他们讲解，不但如此，民间艺人也可以以现
场表演的形式生动展现民族文化的生动性，可以让学生们直观地
体会到文化艺术；课下闲暇的时候，也可以带领学生们组织一场
小型民族音乐会，学以致用可以说是是最好的教育方式，学生能
够通过这样的平台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及对于音乐知识的学习以
表演的形式展现出来，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校音乐教学中传承民族文化的措施对于提升当

代大学生的音乐素养是有益的，而且能够进一步发扬我国优秀的
传统文化，虽然目前在传承的过程中依旧存在很多不足，但是如
果教师能够在明确其重要性的基础上，在日常工作中对于实际存
在的问题加以关注，并运用合理有效的改善措施解决，相信民族
文化的传承依旧会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章小珊.高等院校中音乐教育如何传承和发扬民族音乐文

化的效果[J].民族音乐,2019(8):22-23.
[2]王显波.高校现代音乐教育和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分析[J].

民族音乐,2017(41):23-24,26.
[3]李红英.浅谈我国民族音乐发展和传承的有效措施[J].社

会音乐,2017(07):43-44.
[4]张靖怡.刍议高校音乐教学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J].青

年文艺,2019(35):196-197.
作者简介：
许畅（1993-），女，汉族，河北省保定市安国市，本科，

保定理工学院，助教，音乐教育，071000。
贺英涛（1989-），女，汉族，本科， 保定理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