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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音乐与高校融合的重要性与策略 
银雪松 

（佳木斯大学音乐学院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  154007） 

摘要：少数民族音乐不仅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各个民族文化发展和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文针对少数民族音乐与高校教学融合的重要性和策略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希望能够帮助高校音乐专业教师在进行教学改革和

创新过程中引发更多的思考，不仅能够有效挖掘少数民族音乐在高校音乐专业教学中的重要意义，而且也能够对高校音乐专业的教

学形式和探索途径进行更加深入的创新，最终不仅能够更好地担负起音乐文化宣传和传承的重要引导责任，同时也为能促进音乐专

业学生的综合长远发展起到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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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近些年来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推进，国家对于高校学生

群体的教学质量优化问题再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政策趋势

引导下，音乐专业学生的教学创新和深入发展越来越引起了专业教

师群体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本文从少数民族的音乐内容入手针

对民族音乐，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融合和发展作为自身的教学创

新途径。不仅能够在音乐教学的专业性方面实现更加全面的提升，

而且也能够为国家培养更加符合国内文化传承的专业性人才，对民

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 

一、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和应用价值 

（一）少数民族音乐的来源和表演形式 

少数民族音乐作为我国各地方音乐交流融合发展的重要文化结

晶，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音乐文化来源。第一，我国少数民族音

乐一部分来源于中原音乐的融合发展过程，早在新石器时期少数民

族地区已经与中原地区有了较为广泛的音乐文化交流。第二，四域

音乐作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主要源头，主要以除去黄河流域为中

心的中原文化之外的其他地方性音乐文化为核心，其中长江中游的

楚文化音乐以及珠江流域的粤文化音乐都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发展过

程产生过重要影响，同时西南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也对整体少数

民族音乐产生深远影响。第三，除了国内音乐对于少数民族音乐产

生较大影响之外，而外来音乐以及外来乐曲的中国化发展都对少数

民族音乐产生着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外来乐器的广泛应用以

及外来乐调的融合不仅伴随着佛教印度教文化进入中国，而且也对

各个地方的少数民族音乐产生影响和融合， 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

民族音乐发展历史和广泛的文化渊源。[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表演形

式随着不同的文化传播源头，呈现出以下几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

第一，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重要呈现方式是民间歌曲，这其中不仅

包含山歌情歌以及劳动习俗歌曲，而且也能够少数民族人民表达思

想和愿望起到了重要的艺术传播作用。一些歌曲通过男女对唱的方

式能够更好地烘托文化习俗场景下的氛围，并且结合其他的文化艺

术形式呈现出更加全面多彩的表演效果。第二，少数民族音乐另一

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民族器乐，其中通过拉奏，吹奏，弹奏和击奏等

不同方法进行演奏的乐器规模达到 500 余种。少数民族艺术家通过

创作独奏曲和合奏曲等不同演奏体系，不仅能够将不同的演奏乐器

进行统一和配合，同时也能够结合不同的乐器制作方式来表达自身

的文化特征。例如蒙古族的马头琴以及维吾尔族的手鼓等器乐，不

仅鲜明的表现了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而且也对丰富少数民族音

乐的创造性起到深远的影响意义。第三，民间歌舞作为少数民族音

乐与舞蹈的有机结合形式，不仅具有不同的演奏乐器进行节奏配合，

而且不同的打法也能够更好的配合不同民族的舞蹈种类。这样的民

间歌舞表演形式不仅广受各族人民的喜爱，而且也是实现民族多元

化发展和融合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少数民族音乐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高校音乐教育中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应

用价值和积极影响，首先能够丰富英语教育的实际内涵，这不仅体

现在高校音乐教育实施改革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少数民族音乐文

化的重要影响，而且少数民族也同样是我国音乐体系当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能够帮助音乐教师结合少数民族的音

乐文化对精神和思想进行反应和补充，而且也能够对继承少数民族

的文化精髓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2]并且高校作为文化教育的重要基

地，通过结合少数民族音乐也能够更好地丰富音乐教育的相关内容，

从而更好地提升音乐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终不仅能够提升高

校教学工作开展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为满足音乐教育改革的发展和

创新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次，少数民族音乐在高校音乐教育中

应用还能够实现教学的根本目标，不仅能够有效拓展学生的音乐素

养水平，而且也能够在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并为提升学

生的个人气质与魅力打下深远基础。除此之外，由于少数民族音乐

当中广泛包含劳动者积极面对生活以及对美好事物和文化的歌颂，

教师通过教学引导和拓展这些内容，有利于学生能够结合自身的流

行音乐和西方音乐基础进行全面拓展，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渗透传统

文化的内容和精神， 终实现学生价值观念和生活状态的全面优化，

同时也能为提升学生自身的音乐文化底蕴起到重要意义。再次，少

数民族音乐的应用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这不仅体现在少

数民族音乐包含我国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也在我国的文化

发展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历史地位。通过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学习和

应用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对文化发展的深入理解，同时也能提升学生

的民族凝聚力和团结向心力，并在不断的国内音乐文化融合过程中，

激发自身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绪。 

二、少数民族音乐在高校音乐教学中的融合应用现状分析 

（一）目标定位仍需优化 

虽然少数民族音乐在高校音乐教学中应用和结合的内容和比重

越来越大，但是在实际的教学目标设定和教学工作落实过程中，仍

然缺乏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明确目标构建，因此教学

目标和改革的相关定位也缺乏少数民族音乐的重要比重。这样的实



高等教育 

 161

际情况造成了教师和学生在实际的专业课堂教学过程中仍然不能够

充分重视少数民族音乐的学习和传承， 终在学生进行知识理论和

技能应用等方面不能够结合民族音乐的发展途径进行创新。[3]这对于

学生形成创新精神和优秀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培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意义，同时也对自身未来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除此之外，教学

目标中对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定位缺失，也容易造成高校音乐专业

的教育改革工作流于形式化和表面， 终无法形成更加全面深入的

教学改革实效发展。 

（二）课程设置的相关问题仍需优化 

在我国高校音乐专业的教学工作开展过程中，一些教师往往将

自身的工作侧重点仍然停留在对音乐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引导上，因

此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相关课程设置仍然停留在音乐欣赏以及器

乐教学选修课程中。[4]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将民族音乐教学内容流于

专业教学的表面和形式，同时也缺乏深入挖掘少数民族音乐的历史

文化内涵， 终影响了学生进行全面素养水平的培养质量。除此之

外，我国目前仅有 2%的高校针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音乐文化类必修

课程的设置，这样的教学和宣传基础不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少数民

族文化，同时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进一步传承造成了一定的抑制，

也在另一方面影响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广泛交流和深度融合。 

（三）师资不足的问题仍需解决 

由于我国高校音乐专业的教学师资力量始终处于相对有限的状

态，因此在进行少数民族音乐的应用和延伸过程中，更加缺乏相关

音乐研究的专业性人才。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直接影响着高校英语

教学的创新和发展，而且也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引导和教学质量产生

抑制。除此之外，目前高校音乐教师在进行专业教学的过程中也普

遍存在着专业技能与知识结构单一的问题，因此在实际进行艺术实

践和音乐门类拓展过程中不能够更好地完成音乐教学改革的相关需

求。[5]这样的实际情况也造成了教师群体在进行自身的教学内容和形

式创新过程中，很难结合多元化的少数民族音乐内容进行融合发展，

同时也不能够满足音乐学生群体自身对于相关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

探索需求。 

三、少数民族音乐在高校音乐教学中的融合应用优化探究 

（一）有效明确教学改革目标 

为了能够更好地加强少数民族音乐在高校音乐专业教学中的融

合应用发展质量，首先应当针对教学改革的目标进行更加深入的明

确。这不仅体现在专业教师需要拥有更加正确积极的教育思想观念

转变，从而更好地通过自身的教学定位和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重

视，实现对多元音乐文化内涵的继承与发扬。而且也能够在另一方

面深入挖掘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元素，从而更好地为结合自身的教

学内容创新提供更加明确的方向和切入点。除此之外，教师在进行

教学改革目标的设计和优化过程中，也应当重点分析少数民族音乐

文化发展的市场需求，从而更好地结合学生未来的发展途径作为新

型教学目标的主要针对方向。[6]这样的教学工作优化不仅能够更好地

提升教学专业内容的丰富度和全面性，而且也能够积极响应国家对

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需求。教师也应当结合艺术教育的相关规律

和音乐教学的专业特点，有效加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教学目标和

定位，从而更好地在实际的教学工作开展过程中提升学生对于少数

民族音乐的重视程度和实践过程，并为 终提升音乐改革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打下深远基础。 

（二）全面完善教学课程设置 

传统的高校音乐专业课程虽然能够对学生的基础知识架构进行

有效的引导和方式，但是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和传承的教学引

导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忽略。为了能够更好地解决这样的实际问题，

教师应当在课程设置当中增加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相关的课程和内

容，不仅能够结合更加多元化的少数民族音乐演奏形式和内容来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积极性，而且也能够配合民族器乐和艺术

概论等专业性课程拓展学生的音乐知识体系，从而更好地加强学生

对于不同种类音乐历史文化的发展了解。[7]这样的课程设计优化工作

开展不仅有利于学生能够针对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历史进行更加深

入的研究，而且也能够方便教师能够结合不同种类音乐文化之间的

融合发展提升学生的创新融合意识，为推动学生挖掘和继承少数民

族音乐文化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也在另一方面充分满足音乐教学

改革和传统文化发展的国家要求。 

（三）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能够更好地推进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内容的全面优化，高校

应当加强自身音乐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质量。不仅能够针对现有的

教师团队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少数民族音乐培训和教学内容延伸，从

而更好地在短时间内完成校内音乐专业教学改革和发展的前期目

标。而且也能够在另一方面充分引进少数民族文化相关的优秀专业

性人才，不仅能够对师资队伍的少数民族文化专业性底蕴起到重要

的提升作用，从而更好地提升了对学生进行教学创新的专业性。而

且也能够在另一方面加大对民间艺术传人的发掘和培养，从而更好

地提升了部分学生群体的音乐拓展实践经验，同时也对广泛的学生

群体增加了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入感知。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校音乐专业教师应转变自身的教学思路，引导学

生进行专业知识的建构和应用，秉承民族音乐的优良传统，在日常

的教学引导过程中提升学生的继承和创新能力，并为丰富民族音乐

的文化内容和融合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少数民族音乐

与高校音乐教学的广泛融合也能够更好地为民族音乐长远发展营造

健康环境，并在未来的社会文化推广过程中帮助人们了解民族文化

和音乐内涵， 终实现我国教育领域和精神文化建设领域的全面深

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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