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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在小学生课程计划中比例占很小的一部分，甚至有文化

课代替音乐课的现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没有注重培养学生的

音乐文化素养。从面忽略了将传统文化渗入到小学音乐当中，

可以让学生在音乐当中感受我国名族文化精神。对培养学生的审

美能力以及弘扬我国传统文化有非常大的帮助。

1  小学音乐教学中渗入传统文化的意义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渗入传统文化最直观的意义是优化课堂教

学方式，其次培养了学生了审美情趣，最后提升学生的音乐素

养。可见，让传统文化渗入到小学音乐当中意义重大。

在小学阶段学生的注意力无法保持长时间的集中，教学过程

中融入一些传统文化知识，让学生接触到音乐课堂以外的东西，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原本的课堂变的活跃起来，从中体现出

“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1 ]。科技的快速发展，学生很小就

开始接触各式各样风格的音乐，小学生由于自身认识发育还不够

全面，特别容易被流行音乐带偏。造成对古典音乐以及传统文化

的兴趣不高。带有传统文化的音乐课，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古典音

乐的独特美，提高小学生的审美情趣。通过赏析古典音乐，可以

很好的培养学生的古典文化气质和音乐素养。

2  将传统文化渗入到小学音乐教学中的有效策略

2.1 通过适合的音乐，渗入传统文化进行教学

音乐具有旋律优美和节奏有感的特点，让人产生一种放松和

愉悦的心情。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学重点一般是教学生乐理知识以

及相关技能[2]。忽视音乐教学当中个人情感的培养。古往今来，

许多的音乐爱好者，将音乐做为自身感情的发泄处，音乐里面完

美的融入了作者的个人感情。一些音乐的流传至今，很好的诠释

了音乐与传统文化之前的紧密关系，具有弘扬传统文化的意义。

音乐教学中，教师可以拿我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为例，除

了教导学生歌唱技巧以外，可以从制作这首歌曲的时代背景为切

入点，讲解红军途中的坚难苦险。教师可以用激昂的情绪讲解当

时的艰苦环境以及压迫，用用情绪丰富的表情来吸引学生的好奇

心，将学生带入到情景当中。学生随着嘹亮雄壮、顽强向上的旋

律中感受那富有号召力的音调。用传统歌曲让学生感受了浓厚的

不怕艰苦的团结精神，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2.2通过乐器的介绍渗入音乐教学

小学音乐课可以不再重复单调的教学，教师可以从各个方面

让学生了解更多关于传统文化的知识。比如从乐器二胡开始，教

师可以拿出一把二胡，在课堂上进行讲解它的来源。二胡是中华

名族乐器家族中主要的弓弦乐器之一。教师从二胡的由来开始让

学生了解我国古代时期的文化底蕴。二胡始于唐朝，已有一千多

年的历史。它最早发源于我国古代北部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那

时叫“奚琴”。因为二胡那时候流行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所以被称

为南胡。集中于中高音域，音色接近人声，情感表现力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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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曾在极其漫长的年代理以低俗文化的姿态流落民间，甚

至成为权贵阶层鄙视底层的一种睥睨之物，“讨饭胡琴隔壁听”，

二胡之“俗”曾经何等的让人心酸。经过对二胡跌宕起伏的发展

经过，从开始到低谷牵动学生的情绪。再让学生欣赏一首二胡的

代表作品《二泉映月》。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求学生进行独自演

奏，通过对二胡的鉴赏，加深了学生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敬畏和

欣赏之心。在这样的聆听与实际操作过程中，让学生可以有效的

了解乐曲结构，这样的小学课堂不再是单一的教学，起到了丰富

课堂氛围的作用。教师要从学生好奇点出发，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让学生不再感受课堂的枯燥感，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2.3通过作品欣赏渗入传统文化

欣赏音乐是提高音乐水平的必要手段，小学生进行音乐欣赏

除了提高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还能开拓学生的眼界。学生在经

过带有传统文化的音乐熏陶下，会对传统文化产生不一样的感受。

比如，教师可以在上课前利用多媒体播放几个著名的京剧，《人面

挑花》《说唱脸谱》、《桃花扇》，让学生欣赏的同时思考京剧为什

么可以是国粹。因为京剧海纳百川吸收融合了多剧中和曲调的优

点，曾经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和喜欢，很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折

射出来的耀眼光辉。学生对于多首京剧的欣赏进行对比，思考。再

由教师进行讲解，进一步了解国粹的魅力所在。

京剧对于小学生来讲理解难度相对较高，教师要利用现代科

技，将内容简单化，制作PPT课年，降低知识难度。让小学阶段

的学生能够理解，一切从学生的角度考虑。由于许多学生喜欢听

国外的各种流行歌曲，反倒对自已国家的国粹毫无感念，因此，小

学音乐教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让学生了解更多自己国家的传统文

化，弘扬我国珍贵的名族精神。

3  结语

音乐无国界，学生可以感受到各国音乐的不同特色。但我

国名族音乐是人民思想的体现，是人民智慧的结晶[3]。教师要正

确的引导学生了解我国带有传统文化的名族音乐。受传统文化的

熏陶，成为一个具有高涵养艺术修养的小学生，从小学开始打好

基础，对于树立正确的审美以及人生观都有非常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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