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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二胡教学中民间音乐资源的开发与探索

马　宁

宁夏艺术职业学院　宁夏银川　750021

摘　要：随着我国音乐教育的不断发展，二胡作为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之一，在高校音乐教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在

现有的二胡教学中，民间音乐资源的开发与探索相对滞后，导致二胡教学内容的单一和教学模式的僵化。本文探讨了在高

校二胡教学中开发与探索民间音乐资源的重要性及方法。通过分析民间音乐资源在二胡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提出了一系列

开发和利用民间音乐资源的策略，以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和演奏水平，传承和弘扬民间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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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音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

富的民族精神和艺术价值。二胡作为民间音乐的代表乐器

之一，具有独特的音色和表现力。在高校二胡教学中，充

分挖掘和利用民间音乐资源，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

传承和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本文旨在探讨高校二胡教学中

民间音乐资源的开发与探索，为提高二胡教学质量提供理

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	高校二胡教学中民间音乐资源开发的重要性

1.1. 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1.1.1. 民间音乐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民间音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

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在二胡教学中，引入民间音乐资源，

可以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不同地区的民间音乐具有

独特的旋律、节奏和演奏技巧，这些元素可以为学生提供

更多学习素材，拓宽他们的音乐视野。

1.1.2. 对学生音乐感知和审美能力的培养

民间音乐的旋律优美动听，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在

二胡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欣赏和分析民间音乐的旋

律特点，提高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民间音乐的节奏丰富

多变，具有独特的韵律感。通过学习民间音乐，学生可以

更好地掌握节奏感，提高音乐审美能力。

1.2. 传承和弘扬民间音乐文化

1.2.1. 高校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

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肩负着传承和弘

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高校具有丰富的教育资源，

能够为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提供有力支持。高校在民间音

乐文化传承中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有助于推动民间音乐

文化的繁荣发展 [1]。

1.2.2. 二胡教学在民间音乐传承中的作用

二胡作为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独

特的艺术魅力，是民间音乐传承的重要载体。二胡教学有

助于提高学生对民间音乐的认识和欣赏水平，培养他们对

民间音乐文化的热爱。通过二胡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民

间音乐的演奏技巧，传承民间音乐的演奏风格和传统。二

胡教学有助于挖掘和整理民间音乐资源，丰富高校音乐教

育内容，提高音乐教育的质量。

1.3.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1.3.1. 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

民间音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

富的历史、民俗和地域特色。通过学习民间音乐，学生可

以深入了解我国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对民族文化的

认同感和自豪感。在二胡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欣赏、

演奏民间音乐作品，让学生在感受音乐魅力的同时，培养

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传承意识。这种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

同感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民族自

信心，为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1.3.2.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民间音乐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表现手法，对

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提高音

乐素养。民间音乐具有丰富的音乐元素，如旋律、节奏、

和声等。通过学习民间音乐，学生可以掌握这些音乐元素，

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培养审美能力。民间音乐具有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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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能够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在欣

赏和演奏民间音乐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培养自己的审美能

力，提高艺术鉴赏水平 [2]。锻炼实践能力。民间音乐具有广

泛的群众基础，学生可以通过参与民间音乐活动，锻炼自

己的实践能力。在实践过程中，学生可以学会与他人合作，

提高团队协作能力。激发创新能力。民间音乐具有丰富的

表现手法和创作空间，学生可以在学习民间音乐的基础上，

进行创新性的改编和创作。这种创新能力的培养，有助于

学生在未来的音乐道路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2.	高校二胡教学中民间音乐资源的开发策略

2.1. 加强民间音乐资源的收集与整理

2.1.1. 深入民间，采集原始音乐素材

组织教师和学生深入农村、山区等民间地区，实地考察、

采集具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素材。通过实地调研，了解民

间音乐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与当地民间艺

人建立联系，邀请他们传授技艺，记录他们的演奏技巧和

音乐创作经验。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收集到更多珍贵的民

间音乐资料。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录音、录像等，对民

间音乐进行记录，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2.1.2. 建立民间音乐资源库

建立民间音乐数据库，将收集到的音乐素材进行分类、

整理，便于教师和学生查阅。数据库应包括音乐作品、演

奏技巧、音乐理论等内容。开发民间音乐教学课件，将民

间音乐资源与二胡教学相结合，提高教学效果。课件应包

含音乐作品、演奏技巧、教学案例等。建立民间音乐研究

团队，对收集到的音乐素材进行深入研究，挖掘其文化内

涵和艺术价值。研究团队可以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分享

研究成果。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共同开

发民间音乐资源。通过交流与合作，拓宽民间音乐资源的

收集渠道，提高资源质量。

2.2. 优化教学内容，融入民间音乐元素

2.2.1.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作品

根据我国不同地区的民间音乐特点，选择具有代表性

的作品。如江南丝竹、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让学生了

解各地民间音乐的独特魅力。选择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

化内涵的民间音乐作品，如《梁祝》、《赛马》等，让学

生在演奏过程中传承和弘扬民族音乐 [3]。在教学中，不仅要

选择传统民间音乐作品，还要关注现代民间音乐创作，如

流行音乐、摇滚音乐等，拓宽学生的音乐视野。

2.2.2. 将民间音乐技法与二胡演奏技巧相结合

学习民间音乐演奏技巧是引导学生学习民间音乐中的

滑音、颤音、打音等技巧，提高二胡演奏的表现力。创新

演奏形式是将民间音乐与二胡演奏相结合，如采用二胡与

民族乐器合奏、二胡与声乐演唱等形式，丰富演奏手段。

拓展音乐表现手法是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尝试将民间音乐

中的节奏、旋律、和声等元素融入二胡演奏，提高音乐表

现力。强化音乐素养是通过学习民间音乐，培养学生对民

族音乐的理解和热爱，提高音乐审美能力。

2.3. 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2.3.1. 采用情境教学法，让学生感受民间音乐的文化

氛围

创设真实情境是教师可以通过播放民间音乐、展示民

间乐器、讲述民间故事等方式，为学生营造一个真实的民

间音乐氛围，让学生在感受音乐的同时，了解民间音乐的

历史、文化背景和艺术特点。角色扮演是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进行角色扮演，让学生扮演民间音乐家、演奏者等角色，

通过亲身体验，加深对民间音乐的理解和感受。互动体验

是组织学生参加民间音乐活动，如民间音乐节、民俗表演等，

让学生在互动中感受民间音乐的魅力，激发学习兴趣。

2.3.2. 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分组教学是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由不同专业背

景的学生组成，以便在合作学习中互相学习、互相借鉴。

共同创作是鼓励学生发挥创意，共同创作具有民间特色的

二胡曲目，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互评互

学是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引导学生进行互评互学，让学生

在评价他人作品的同时，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和演奏水平。

成果展示是定期举办小组合作学习成果展示活动，让学生

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才华，增强自信心和团队凝聚力。

2.4. 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的民间音乐素养

2.4.1. 组织教师参加民间音乐培训课程

邀请民间音乐专家、学者为教师们讲解民间音乐的起

源、发展、特点以及与二胡演奏的融合技巧，使教师们对

民间音乐有更深入的了解。组织教师前往民间音乐发源地，

实地感受民间音乐的魅力，了解民间音乐与当地文化、民

俗的紧密联系，为二胡教学提供丰富的素材。邀请民间音

乐演奏家为教师们进行演奏技艺培训，提高教师们的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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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使他们在教学中能够更好地传授民间音乐。

2.4.2. 鼓励教师进行民间音乐研究与创作

鼓励教师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开展民间音乐研究，探

索民间音乐与二胡演奏的结合点，为教学提供理论支持。

鼓励教师创作具有民族特色的二胡曲目，丰富教学内容，

提高学生的演奏兴趣。收集整理民间音乐资料，为教师提

供便捷的查询渠道，促进民间音乐资源的共享。

3.	结论

高校二胡教学中民间音乐资源的开发与探索具有重要

意义，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传承和弘扬民族音乐

文化。在二胡教学中，应充分挖掘和利用民间音乐资源，

如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戏曲音乐等，丰富教学内容。构

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二胡教学体系，注重培养学生的音乐审

美、演奏技巧和创作能力。高校二胡教学应注重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鼓励学生走出课堂，深入民间，感受民族音乐

的魅力。通过对民间音乐资源的开发与探索，推动二胡教

学模式的创新，为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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