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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教育中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王　红

（安徽省合肥市华山路小学，安徽 合肥 230000）

摘要：民族音乐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内涵与关键，传承民族音乐就是传承民族文化。据历史记载，

我国运用音乐的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历史相呼应。并在不同阶段其内容也不尽相同，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一部分。在小学音乐课堂

中加入民族音乐是十分具有必要的。但国内音乐教师相比较而言则并不十分重视学生的民族音乐教育。笔者围绕自身教学经验，就民族

音乐在小学音乐教育当中的传承与发展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借鉴意义。为民族音乐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关键词：小学教育； 音乐教育； 传承与发展； 民族音乐

一、民族音乐的重要性

我国的民族音乐有着丰富的历史。在长时间的应试教育体制

下，由于对民族音乐的不重视，致使现在学生一提到音乐首先想

到的是西洋乐器如钢琴、小提琴、圆号等管弦类乐器。对于民族

音乐的了解知之甚少。这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十分不利

的。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我国的音乐历史最早可追溯至石器

时代，并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确定宫廷礼乐制度的国家。因此，小

学民族音乐教育刻不容缓。

二、民族音乐的内涵

中国是一个具有多民族历史的国家。各个民族自身发展的同

时也有着优秀的民族音乐发展。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各民

族音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形态鲜明的音乐文

化体系。按照现有的分类方式可分为：“中国器乐文化”“中国

戏曲文化”“中国民间歌曲文化”。

所谓“器乐文化”指的是中国古代民间乐器的分类。这其中

出现最早的有鼓、笙、箫、琴等传统乐器。在各个民族始中，各

个乐器又有着不同的含义。中国古代“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

传颂伯牙与子期的故事达千年，并被计入到正史当中。说明中国

古代音乐的演奏技巧与艺术表现均具有很高的造诣。

“中国戏曲文化”指的是在中国某一地区独特的思想，民俗

文化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独居音乐唱腔与魅力的

戏曲艺术。中国各地戏曲品种之多，保存之广泛，历史之悠久，

在世界民族音乐历史当中都是少见的。作为未来祖国的继承人，

小学生有必要了解这些优秀的戏曲文化并加以传承与壮大。

“中国民间歌曲文化”是“号子”“山歌”“小调”等的统

称。他们是我国劳动工作或者户外抒发情感，口口相传的音乐模式。

特点是曲调简单，富有特色，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这里面较为

出名的有《黄河船夫号子》《孟姜女》《一对鸳鸯飞过河》等。

在小学音乐教育当中适当进行民族音乐文化的教育，有助

于文化的传承并抵抗外来文化的冲击，加强小学生的民族文化

认同感。为此我们在小学课堂中将如何进行民族音乐的传承与

发展呢 ?

三、民族音乐在小学音乐教育中传承与发展的具体措施

（一）民族音乐教育应加大比重。

如何继承与弘扬优秀的传统民族音乐，是我们音乐教师当前

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小学音乐课程中，加入民族音乐教育是最

为行之有效的方式，在小学课堂的教学过程中，应当引入部分民

族音乐的歌曲，并且加入部分中国民族音乐乐器与文化的介绍，

加强小学生民族音乐的认同感。

具体措施当中我们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步骤即：“课前预习，

课上教学与课后巩固”三个方面。

课前预习的过程中，教师应当合理分布教学目标与教学体系。

将民族音乐融汇于整个教学体系当中，合理分配教学任务。让学

生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

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应当注意积极引导学生音乐兴趣，探索

让学生主动积极的来了解民族音乐的途径。

在课后作业当中，我们也可以通过布置相关思考题来了解

中国古代的戏曲与各种地方曲种。通过课前，课上，课后三方

面的结合加强对民族音乐的比重，从而继承与弘扬中国民族音

乐文化。

（二）民族音乐应形成体系。

纵观现阶段小学音乐教师的教学方案，虽然众多小学音乐教

师对民族音乐内心十分重视，但对小学民族音乐教育不成体系，

对民族音乐教育认识不深，在对传统教育课程安排上不成系统，

因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体系就是十分重要的。

在思想方面，教师应当转变观念，提倡优秀传统音乐。适

当提高传统音乐的比重。在课程设计上， 增加民族音乐赏析，

带领同学简单认识一下中国古代乐器。在教材内容上，设计互

动式课堂，让学生自己寻找自己最喜欢的地方戏曲，乐器或者

民间小调，让学生主动了解民族音乐文化，同时也注重到学生

个性化的学习过程。最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音乐文化

体系。挖掘民族音乐当中的文化渊源，文化内涵，感受中国传

统文化的魅力。

四、结语

本文围绕民族音乐的内涵以及如何发展与弘扬民族音乐的具

体策略加以讨论。论述在小学音乐教育当中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弘

扬的重要性。使学生尊重传统文化，丰富文化知识。在国际化的

文化碰撞当中，弘扬传统音乐文化，为民族音乐的弘扬与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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