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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文化的有机结合途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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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分析了高校音乐教育对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作用（学校层面、学生层面）；其次从多个方面探究出了高校音乐教育中传

统音乐文化的有机结合途径，其中包括古近代音乐理论知识的教学、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教学、民族乐器教学课堂，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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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role of college music education in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school level, student level); 
secondly, it explore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in college music education from multiple aspects, including ancient and modern 
music theory Knowledge teaching, national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teaching,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 teaching classroom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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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为充分贯彻落实我国提出的“懂艺术、爱传统”

的人才培养目标，高校需基于传统音乐文化概念，以认同与自信探

究出中华优秀传统音乐的文化品格。在此过程中，高校音乐教师需

大胆创新教学模式，树立正确的民族音乐教育理念 ；学校应对高校

音乐师资队伍进行严格的考核，并在此基础上，加强民族音乐文化

的培训，提高教师的民族音乐素养。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

升教学质量，加强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从而培养出优秀

的民族音乐人才，促进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提升我国传统音乐文

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以及影响力。

1、传统音乐文化的界定

我国传统音乐文化，是指在不同历史时期下所形成的不同的

文化表征，其界定方式、内容也会有所不同。本文认为，对传统音

乐文化的界定应基于概念、内涵即为具体的历史性特质，也包括与

时俱进的、不断发展的“思想”。从这一点上说，本文所体现的传

统音乐文化，即我国整体文化生态体系，其中任何文化内涵、形态

与风格都为不断演变、发展。因此，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应基于文化

艺术发展的基础上，往后流传且具有生命表征、影响表征的音乐文

化形式。从广义上分析，传统音乐文化还包含了已经逝去或在我国

音乐文化中起到重要“基础”的文化内容。

2、高校音乐教育对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作用

2.1 高校音乐教育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机构

对于传承音乐文化，培养我国所需的音乐人才来说，高校音

乐专业教学无疑是主要的教育教学机构，其也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的主要载体。面对我国对音乐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为确保培养出

我国所需的音乐人才，高校音乐教师需保障民族音乐文化在音乐专

业教学中的有机渗透，且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后，解决以往存在的

教育简单化、专业化知识缺乏等问题。这些问题在民间民族音乐组

织教育中经常发生，因其只可达到对知识传授的简单化，且师资队

伍有限，为此高等学校才应该将其作为主要传承民族音乐文化，培

养人才的机构。因此，持续提高高职音乐专业教育能力，确保传统

音乐文化得以被传承、发展是较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也是为我国培

养优秀音乐人才的首要一步。

2.2 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

文化身份是指人们认同并融合特定的文化。法国社会学家迪

尔凯姆曾经说过 ：“文化身份是一种集体意识，”其对于国家与民族

发展来说较为重要。一方面，大学生所产生的文化认同对于其今后

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也是把好正确政治站位的基础。而文化在世界

上独立的精神力量，或者说文化身份包括的异质文化价值观，足以

瓦解一国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中，中

外文化频繁交流，其我国受到了资本主义与西方哲学的深刻影响，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的民族文化认同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传统

音乐，则是最具活力的一种文化身份，其就民间音乐来说，56 个

民族也保存着大量的乐种、歌种此外，还有文人音乐、宫廷音乐、

宗庙祭祀音乐等音乐资源，由此可见这些丰富的音乐内涵，若可以

被推广、传承将会极大地提升大学生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可以说

我国传统音乐不仅内容丰富，且与我国传统思想也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

例如，孔子讲求“中和”，而古典音乐则把“中和”作为最高

的美学准则。《尚书》中说过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八音之首”，追求“清、微、淡、远”的浪漫情调，主张“重而不虚，

轻而不浮，疾而不促，缓而不弛”。艺术家们以不同的节奏、不同

的旋律，使音乐获得了完美的平衡。

3、高校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文化的有机结合措施

3.1 古近代音乐理论知识，促进传统音乐文化在音乐教学课堂

的有效渗透

（1）在古代——乐与政通（乐记）。针对音乐与政通板块教学，

教师可运用当代流行的雅乐汉服当作其雅乐发展的载体，随后教师

可引用了河北正定文庙的《雅乐》，曲阜论坛开幕式上的《雅乐》

表演等（歌、舞、龠），在视频资源的带动下，教师生动地讲解了

古代重大仪式所使用的乐曲 ：雅乐恢宏大气、庄重的表演形式、悠

久的历史渊源、中正平和、大道至简的音乐特色。谈到曾乙侯墓中

的一件乐器（龠时），教师可告知学生们西方也出现了类似龠时的

乐器，并提出了这种乐器最早来源以及其是否为东西方文化流行产

物的观点。随后教师应让学生以小组的方式针对教师提出的观点探

讨有关的内容，教师可逐步引导学生从辩证的角度来看龠的由来，

并解释为什么在西方会有相似的乐器。在此，教师可将我国传统音

乐文化知识与我国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而让学生在这样的教学课

堂中，更好地去看待世界万物。

（2）在近代——音乐救国的板块中，教师可为学生们介绍出

冼星海、麦新、聂耳、王光祈等现代著名音乐家，在黑暗的现代历

史上，把音乐当作一把利剑“驱鬼除魔”是中国近代以来，我国人

民在抵御外敌侵略的斗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除了介绍冼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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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新、聂耳和王光祈等现代著名音乐人的生平，教师也可着重叙述

民国政府对此的漠视，以及兴衰自取的消极态度，让中华传统音乐

被外国势力盗用，可以说当时中华传统音乐自生自灭，使中华传统

音乐走向没落、黑暗的年代。随后教师应就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起

源以及衰落等内容进行分析，并让学生认识到当下保护我国传统文

化、传统音乐对其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紧迫性，在此不仅提升了

学生的责任感，也让学生了解到了传统音乐文化在其中的重要地位

以及我国历来发展中音乐文化对我国发展的促进以及社会改革的推

动等。

（3）在当代——音乐兴国（文化自觉、文化认同、文化自信）

教学中，教师需按照当代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趋势，从多元的角

度，向学生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光辉，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作

用与作用，使学生了解我国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以及有关的文化知

识。在此，教师可引入“宫廷音乐”，宫廷音乐在传统音乐中，应

该说是情况至差。对中国传统文化可用一首诗来比喻：‘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教师应让学生了解到尽

管包括礼乐在内的宫廷乐曲已几乎绝迹，但要使这种文化得以继续

与复兴，仍需作出努力。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使学生自然而然地

重视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意义与作用。

随后，教师可叙述我国音乐的发展历程，此过程教师可按照

顺序从“乐记”、“乐”、“音乐救国”、“当代”“音乐”文化自觉、

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等方面展开论述。还可为学生拓展出梁祝小提

琴协奏曲的发展历程，向学生们介绍了中国音乐发展的快速以及其

不易，继而让学生在深入我国音乐与民族的影响下，加以重视、关

注我国对继承与保护传统音乐等方面的需求，明确这方面对自身的

启示以及自身今后在音乐专业学习中需努力的方向。

3.2 构建传统文化音乐教学课堂，以民族性为主要核心突出民

族、文化传承

基于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与保护价值导向，高校在开展

音乐教学课堂时，需明确民族性音乐的核心内涵，其教师应构建出

民族音乐教学课堂，通过对民族音乐的分析，指出民族音乐是我们

国家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让学生在这样的教学课堂中，感受民族

性传统音乐文化对自身的启示 [1]。

同时，教师应将多元文化理论性知识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真

正将民族音乐教学以学生所接触到的和喜欢的途径进行教学，通过

对民族音乐的学习，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民族音乐、了解到民族

音乐的文化，以及民族音乐的发展与传承价值等。

例如，在教学《跳吧跳吧》这首歌时，这是一首学唱的曲目，

首先应带领学生简单了解新疆，民族音乐都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

了解了各地的风俗人情，才能更好地了解音乐。接下来可以学唱为

主，通过听唱、逐句跟琴学唱正音。可通过小组合作练习、小组比

赛等方式将歌曲反复练唱。其次为了锻炼学生的节奏感加入了节奏

伴奏练习 ；最后新疆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又加入了简单舞蹈动作，

让学生们感受新疆的载歌载舞的热闹场面。教师应把课堂环节设计

得丰富些，学生们的参与度才能提高，这样教学效果也会大大增强。

从古至今，音乐都是人们表达情感、倾吐心声的一种形式。传统民

族音乐的魅力无限，而作为高校音乐教师应突出民族性为授课重点

不断提高学生对民族音乐的了解与认识 [2]。

3.3 增添民族乐器课堂，促进学生对民族器乐演奏的了解

3.3.1 中国民族乐器认识与欣赏 

中国民族乐器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华传统音乐中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在我国高校音乐专业教育中，民族乐器教学属于音乐

课程教学中较为重要的内容。学生们通过学习有关的民族器乐，可

逐步达到掌握、演奏的效果，且学生的合作能力、音乐素养也会得

以提升。同时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们也可了解到我国民族器乐的

丰富多彩及其所蕴涵的音乐文化，使中华优秀的传统音乐得以继承

和发扬 [3]。

例如，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对打击乐器、吹管乐器、

弹拨乐器、拉弦乐器进行介绍，并将其作为代表作品展示给学生们。

学生们在欣赏《姑苏行》的同时，也能领略到古城苏州的美丽景色；

《赛马》中磅礴的气势、激情、奔放的曲调，都给学生带来了强烈

的音视冲击，在教师的讲解与示范演奏中，学生们听着民族乐曲感

受着民族乐器，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图画。在民族乐

器欣赏教学中，不仅可以让学生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民乐、领略中国

传统文化，更能让学生们了解中华传统文化，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

化深入人心 [4]。

3.3.2 提升高校音乐教学民族音乐传承水平

为提升高校音乐专业教学民族音乐传承水平，高校与音乐教

师需增添民族乐器课堂教学，并为学生们准备二胡、古筝、琵琶、

竹笛等民族乐器，设定一定的教学功能教室，在教室内配备相应的

教学设备，让学生在民族乐器课堂中感受中国传统乐器的魅力。在

此过程中，教师应尽量选择学生喜欢的民族乐器进行教学，让学生

去接受民族文化，热爱民族文化，因材施教，选择学生喜闻乐见的

方式，从而提高高校音乐专业民族音乐的传承水平，并且也满足了

学生对民族乐器演奏的基本需求。

3.4 创新“双主修”课程教学与“实践”为主的考核方式

首先，高校音乐教学应以培养目标与指导思想为依据，在此

基础上设置出《音乐学类主修》等能够反映音乐教师专业素质与必

备能力的课程。另外，还可以突出《传统文化类主修》等以“中华

优秀传统音乐传承者”为重点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方法等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创新 [5]。

例如，新课程内容包括 ：《身训训练》、《戏曲唱念》、《戏曲基

础知识》、《豫剧唱腔音乐演唱》、《折子戏》、《曲剧唱腔音乐演唱》、

《经典剧目赏析》、《河南坠子演唱》、《舞台表演》、《中华优秀传统

音乐传承者》等，《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被分成了《和声》和《作

品分析》，《乐理与视唱练耳》被分成了《乐理》和《视唱练耳》两

本，目的是让学生们更好地了解中华优秀的传统音乐。

其次，教师可在传统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强调中西文化的比较，

比如强调中国音乐历史的内容，以及作曲技术理论与中国传统音乐

创作技法的对比 ；着重比较出西方多声部的音乐创作传统和中国传

统音乐单一题材的创作观念，并以西方文学为主体的视唱课与本土

传统音乐的内容进行比较和归纳，这些都是在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进

行的改革与创新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校音乐教育应依托传统音乐文化合理

开展民族性传承、民族器乐等教学课堂，以此使学生了解中华传统

文化，提高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同时，中华传统文化在

今天仍面临着失传、国人不了解、不感兴趣、被外国偷窃等中华传

统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在这样的教学课堂中，也让学生更加关注了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以及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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