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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对民族音乐学习兴趣的激发策略探析
谷玉乐

（莒县第一实验小学，山东 日照 276500）

摘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领导人围绕民族音乐的继承和发展发表了一系列讲话，特别强调中华优秀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的“根”

与“魂”，“优秀民族音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落实在教育教学中，我们也

要注意民族音乐与学科的融合，促使学生良好精神品质的形成，为学生的成长发展奠基。基于此，本文在立足当前小学民族音乐教学实

际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的重要激发作用，进而提出具体的融合策略，以期实现小学生对于民族音乐学习兴趣的激发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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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文化传承的最有效方式。其中，小学民族音乐作为素

质教育开展的主阵地，受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民族音乐蕴含着丰

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如民俗、民风、文化理念等，这对培养学生

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有很大促进作用。因此，

本文结合文献综述法，探讨了小学民族音乐教学中民族音乐的渗

透，以期通过小学民族音乐这一载体，弘扬优秀民族音乐，实现

民族音乐教学目标。

一、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现状

小学的民族音乐教学作为学生民族音乐人生的启蒙时期，注

重这一时期的民族音乐教学，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在以后的民族

音乐学习中更为从容，同时民族音乐又作为一种听觉至上的艺术，

同时还加以视觉的享受，所以小学的民族音乐教学就不能敷衍了

事。但是目前小学民族音乐教学中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具体表现为：第一，学生不了解民族音乐作品的创作背景；第二，

学生不了解民族音乐作品所要传达的感情，没能与民族音乐作品

实现共情；第三，学生没能在一个相对真实的演唱情境下进行演唱，

导致学生与民族音乐作品的互动程度低。

二、民族音乐在小学民族音乐教学中的渗透分析

（一）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小学音乐与民族音乐的融合，是帮助学生理解民族音乐内容

的有效途径，也是开展美育的方式之一。显而易见，教材中的大

部分民族音乐中都包含该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民俗民风等内容，

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文化是其立足的根

本与纽带，当立足歌曲本身的含义，引入文化内容时，既帮助学

生理解了民族音乐，学生们在这一学习过程中，也受到了文化的

熏陶，培养了他们的审美能力。

（二）有助于塑造学生的精神品质

民族音乐给人以启迪，不仅可以净化心灵，还能陶冶情操、

涵养性情，对学生精神品质的塑造有很大帮助。文化与民族音乐

是相辅相成的，民族音乐承担着培养人、教育人的任务，文化发

挥着塑造人的功能，二者的结合，让民族音乐中更好地呈现自然

美、艺术美、人文美，给学生带来了更震撼的心灵体验，浸润心灵、

激励精神，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三观和乐观的人生态度，实现教

育目标。

（三）有助于提升文化自信

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民族音乐都是最有生命力的内

容。特别是各民族地区民族音乐中的乐器资源、文化资源等，不

仅是民族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在传播过程中，还能增强学生的

文化认同，这对提升文化自信有很大帮助。

三、小学生对民族音乐学习兴趣的激发策略

（一）故事渲染，为民族音乐兴趣激发奠基

例如，在《勇敢的鄂伦春》的教学中，歌曲是一首极具地方

特色的民歌。对此，我们可以从此处出发，为有效激发起学生对

歌曲的学习兴趣，奠定良好的课堂基调，首先，我们先在网上寻

找一些与之相关的故事视频或者相关动画片，在此基础上进行剪

辑，使其更符合小学生的认知观。故事作为先导，学生们的吸引

力都被视频吸引了，之后再进行与之相关的习俗、文化等的讲解，

为民族音乐的渗透奠基。其次，学生们对歌曲背景与旋律都有了

一定认知，我又为他们呈现了不同地方的民歌，如《苗家乐》《乃

呦乃》、民歌《唱山歌》《上去高山望平川》等，意在丰富教学内容，

给学生带来更多不同的学习体验，让他们了解不同地区的民俗与

文化，加深学生对民族音乐的认知，增加文化认同，感受民族音

乐的魅力。

（二）结合实际，增强小学生的民族音乐学习体验

在民族音乐欣赏中，学生可以接触到各种不同种类的民族音

乐作品，而各民族音乐作品中承载的民族音乐由于地区、民族的

不同，其内涵与形式也各不相同。基于此，考虑到小学生的认知

能力和接受水平，我们可以在形式各样的民族音乐活动中渗透民

族音乐的内容，增强小学生的民族音乐学习体验，提升教学效果。

例如，在《唱脸谱》的教学中，歌曲主要是以川剧的形式呈

现，因此，为让学生们更好地感受这一形式，我们开展了地区特

色活动“制作脸谱”，让学生在脸谱的制作与互动中感受川剧多

样的艺术形式。《京调》是北京地区传唱度极高的戏曲，在课前

导入环节，我以戏曲《花木兰》的片段，让学生在观看之余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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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戏曲改编，鼓励学生们大胆想象，积极改编，之后顺势引出

歌曲的教学，并带领学生进行戏曲演唱。通过引入戏曲这一形式，

将民族音乐、民族音乐进行有效融合，创新了戏曲教学方式，也

让学生们对戏曲这一传统曲艺形式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课堂教学

形式变得更多姿多彩。

（三）坚持继承与发展，让学生受到民族音乐的熏陶

民族音乐在小学民族音乐中的有效渗透，其目的在于增强学

生的文化认同，使其自觉承担文化传承、发展与创新的责任，既

是为民族音乐的继承培养后继者，又陶冶了学生的情操，有利于

学生的全面发展。对此，针对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的融合，我们

还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文化的引入要保证其真实性、不可篡改性，

始终遵循小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特点，让二者的融合真正

使学生受到熏陶。对其中不适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的内容予以剔除，

对其中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保留下来，并根据教学与学生发展

的需要进行创新，确保学生感受到的、学习到的都是积极向上的

内容。

对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立足学生的实际，以时代主

题、社会主义价值观为背景，对教学内容进行一定的删改，如歌

曲中描写爱情的内容，对于小学生群体来说，我们不建议开展教

学。对于这样的曲目，我们可以保留其原有的风格、旋律，将乐

曲中有关民族音乐的内容保留下来，让学生受到民族音乐的熏陶，

培养学生的民族音乐学习能力，促使其民族音乐核心素养的形成

与发展。

（四）设立音乐情感情境，实现学生与音乐的有效互动

每一个音乐作品都不是随便创作的，除了具有一定的创作背

景外，还想要通过作品向人们传达一定的感情，令人们与歌词的

内容感同身受。小学的音乐教学正是处于音乐启蒙的阶段，培养

学生了解音乐作品情感的能力至关重要，所以教师可以为学生设

立音乐情感的情境，帮助学生实现与音乐的良好互动，使学生能

够和作品内容感同身受，从而更好地进行音乐方面的学习。

比如教师在给学生讲解歌曲《瑶族舞曲》时，就可以为学生

设立一个我国瑶族大山中欢乐歌唱的情感情境，教师可以通过播

放MV或者现场演唱视频的方式，让学生感受作者想要通过这首

歌表达出的那种欢快的、自由的气氛。在播放完歌舞的MV或现

场演唱视频后，教师就可以现场示范一遍，饱含深情地进行歌曲

的演唱，通过歌词的描写和教师在耳边的吟唱使学生再一次感受

《瑶族舞曲》所要传达的感情，用视觉和听觉双重体验实现学生

和歌曲之间的共情。教师通过为学生设立音乐情感情境，能够实

现学生与音乐之间的有效互动，更切身地体会音乐所要传达的情

感。

（五）利用希沃白板，促进学生兴趣激发

希沃白板能够有效整合音乐内容，这种情况下也便于学生更

好地学习音乐知识，于其思维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在新的教育

背景下，教师可借助希沃白板的信息整合功能拓展音乐教学资源，

使学生从多个角度审视音乐作品，挖掘其内在价值。从小学生的

认知规律来看，一般从感知到形象，在此基础上形成表象，再逐

渐抽象。而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小学音乐教学中能够加快学生思维

从形象到抽象的过渡速度，这种情况下也能使学生在短时间内获

取更多的信息，于学生音乐素养的提升也有关键意义。

还是以《京调》这一内容为例，为了使学生了解京剧这一国

粹，我利用希沃白板拓展了该首乐曲的背景资料，引入了多个京

剧家的资料，如梅巧玲、梅竹芬等。与此同时，我还利用希沃白

板引入了京剧的四大行当——生、旦、净、丑，通过引入这些内

容也能丰富课程内容，拓宽学生的视野，使其对京剧有新的认识。

紧接着，我又利用希沃白板为学生导入京剧的片段内容，同时我

还让学生以小组形式讨论京剧的唱腔特点。其次，我还引入了梅

兰芳的故事，如《梅兰芳蓄须》，通过这一故事的引入，学生能

够更好地感受他身上的民族气节，进而更好地解析其作品。此外，

我还让学生查阅梅兰芳的基本资料，初步了解其生平事迹，在此

过程中学生也能了解其对京剧的贡献。学生了解这些内容后，我

又借助希沃白板为学生导入了《急急风》的剧情，使学生对这一

作品有基本了解。在此基础上，我让学生赏析京剧咬字特点，并

模仿其唱腔，感受其独特的风格。在小学音乐教学过程中，借助

信息技术能够有效拓展音乐教学内容，这种情况下也能拓展学生

的思维，使其从多个角度鉴赏音乐作品，感受音乐的魅力。

四、结语

民族音乐与小学民族音乐的结合，立足在民族音乐教学基础

上，增加学生的文化认同，让他们感受我国民族音乐的博大精深，

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因此，在小学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的融

合过程中，我们要从小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认知规律与接受能

力出发，将民族音乐中的精髓渗透在民族音乐教学的方方面面，

体现民族音乐的时代性与民族音乐艺术的包容性，发挥美育作用，

促使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彰显民族音乐学科的最大意义

与价值，让学生们将继承和发展优秀民族音乐的任务内化于心，

外化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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