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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念对我国小学音乐教育改革
的影响探究

韩静怡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一小学 北京 100000）

【摘 要】 网络时代下，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人们的思想文化也受到巨大的冲击。小学教育的各个科目的课程
改革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念下的小学音乐教育改革也在有序的进行着。本文论述
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念的含义，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现实意义，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念下我国小学音
乐教育改革的措施。以期本文能够为我国的小学音乐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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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产生交织和冲突，在多元文化音乐理念的背景下，

要考虑传统音乐文化，也要考虑时代的不断发展和变化，

争取做到同时兼顾，有序、科学、合理的呈现。

2.3 注重未来教育的发展理念
随着互联网的全球化，人们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更加

容易和频繁，各类文化直接和间接的交织在一起，并且

未来教育的发展理念也是不同文化理念交融下的音乐教

育模式。能在任何一项艺术上取得一定造诣的也往往都

是具有一定文化底蕴的人，他们对所从事的艺术有着更

深刻的认识。而有些通过艺考集训临时抱佛脚考取大学

的同学，他们的艺术造诣潜力往往非常低，甚至很多最

后都转行从事了其它行业。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念恰恰

和未来的教育理念完全匹配和符合。在小学这样的低年

龄段音乐教育上更要培养小学生们对音乐教育的包容性

和扩展接受能力。

3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念下我国小学音乐教育改革
的措施

3.1 在一线教学中将中西方文化进行结合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的音乐教

育得到大力普及，很多小学生在学前就开始学习乐器的

演奏，其中西方乐器——钢琴是最为热门的乐器之一，

其它学习较多的乐器包括小提琴、架子鼓、吉他、古筝

等。这些乐器中，西方乐器的数量明显占据了大多数，

中国民族传统乐器的数量极少。老师在小学音乐教育中

可以将中国传统乐器和西方乐器进行比较，并且将这些

乐器演奏的同一作品进行比较，这样的教学模式可以使

小学生对中国传统乐器有更深刻的认知和体会，对西方

乐器也有了更客观的认识。音乐老师不要试图去引导中

国传统乐器和西方乐器孰优孰劣，也不要去引导中国的

音乐文化和西方的音乐文化孰优孰劣。音乐老师只需要

通过这种对比，让小学生去感受这种区别，让他们自己

去体会中西方乐器、音乐文化的区别。

3.2 教师要对小学音乐教材中的文化背景进行阐述
任何一个音乐作品创作都有着不同的的社会背景和

个人背景，我国的小学音乐教材中的音乐作品涉及我国

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这些音乐作品中都蕴含着各民

我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在历史发展的长

河中，容纳包含了多种文化。在现代教育理念不断完善

的背景下，多元文化理念从开始提出到逐渐被教育界接

受，再到当前开始应用于小学教育各科目的改革中，并

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改革成效。但是小学音乐教育因其科

目的特殊性，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想把小学音

乐教育课程改革深入进行下去，并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就需要我们的学校、老师、学生一起努力，把小学音乐

教育改革有序推进。下面笔者就我国当前多元文化音乐

理念下小学音乐教育改革来具体分析。

1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念的含义

多元文化主义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八十年

代的美国，起源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场课程改革。随

后这种文化理念开始在世界各国流行，尤其是在教育界

更是得到了较广泛的认可。这和教育界对外界的思想更

包容、新知识更容易接纳有着重要关系。我国的小学音

乐教育在教学中也是十分重视多元文化理念，在小学音

乐教育中融入多元文化理念，深化小学音乐教育改革，

加强学生的音乐素养，最终实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2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现实意义

2.1 发展我国传统音乐文化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在中国的历

史发展中，形成了众多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

并且深刻影响着当地的文化。还有一些文化形式融合了

外来文化，将自己的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有机融合形成

了更具包容性的文化。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普遍趋于保

守性，地域风格明显。例如，说起内蒙古人们首先想到

的是马头琴；说起云南便想起葫芦丝和巴乌；说起哈萨

克族就想到冬不拉，等等。我国传统音乐最大的一个特

点就是往往可以融合别的文化将其利用，却很难被其它

文化所影响甚至同化。

2.2 兼顾传统音乐文化和时代发展的特点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不

断完善，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越来越

频繁和深化。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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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文化。我们的音乐老师在教小学生唱歌的时候不只

是要简单的教他们歌曲的旋律，而是一定要讲清楚作品

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通过音乐作品给予他们美的感

受，培养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和文化自信。通过音乐教育

获得的文化知识内涵更容易被小学生接受，他们也更有

兴趣去学习，也更有主动性。例如，以小学音乐教材中

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例，首先老师要教会同学们这首

歌曲的旋律，并且要讲解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和时间，

这首歌是在 1935年国难当头的历史背景下，由田汉作
词、聂耳作曲，是为了鼓舞全国人民携手共抗外敌的歌

曲。其将慷慨激昂的情绪写入歌曲中，在不同的历史时

代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

进行曲》作为我国的国歌，更是激励了我国一代又一代

的华夏儿女的爱国之情，鼓舞着每一个小学生的积极拼

搏的精神。

3.3 强化师资队伍的建设
对于任何一个科目来说，老师的专业素养直接、间

接的影响着这个科目的教学水平和学生们的学习状况。

对于小学音乐教育来说，老师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养都

十分重要，高水平的专业素养可以给予小学生们专业的

音乐欣赏能力，老师的综合素养可以更好的挖掘小学音

乐教材中人文知识和文化理论知识，提高小学音乐教育

水平。学校要组织音乐老师定期开教研会，探讨小学音

乐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和

方法。学校定期要组织小学音乐老师参与一些关于小学

音乐教育的研讨会，学习当前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念下

如何科学合理的进行小学英语教育。同时，学校要在音

乐教育上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包括音乐相关乐器设备

的购买、对小学音乐老师培训费用的支持。并且学校可

以组织歌咏比赛，鼓励小学生们积极参与。学校和老师

也可以组织学生们自愿欣赏或者参加一些音乐会表演，

培养他们的音乐素养和学习兴趣。

3.4 学校和音乐老师要对音乐课有正确的认识
很多学生和家长对小学音乐课的重视程度不够，觉

得这只是一门可有可无的副科，甚至一些学校和音乐老

师对小学音乐课也是不够重视。学校对音乐课不重视的

原因是出于升学率的影响，甚至出现所谓主课老师不断

侵占音乐课的现象。很多音乐老师本身是对自己的音乐

课充满热情和重视的，但是在学校不重视和其他老师不

断侵占音乐课的背景下，导致音乐老师的热情和对音乐

课的重视程度也不断的下降。在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背

景下，我国的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各小学和小学音乐老

师要对音乐课的重要性有着全面的、正确的认识，把小

学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并且把音乐教育中所

包含的文化内涵充分挖掘，加强学生们的认知能力和认

知范围。作为学校，首先必须保证小学音乐课的足够教

学时间，同时给予小学音乐老师足够的授课自由权；其

次，学校必须把诸如音乐教育、美术教育等艺术类课程

的地位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小学音乐教育教学改革

的顺利进行，全方位发展的人才才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

事业培养的合格目标人才。

3.5 将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应用于小学音乐教育中
小学音乐老师除了要把小学音乐教材上的内容教授

给小学生，还可以适当的把非教材上的音乐内容放在音

乐课上，把一些传统的民族音乐文化在课堂上讲授，通

过这种熟悉的音乐形式和音乐元素让学生们更加对音乐

教育课重视，可以学到更多的音乐知识，培养更深厚的文

化内涵。同时，我国音乐文化学习同样需要博采众长，需

要积极借鉴和应用西方音乐形式，在教学内容方面不断进

行补充，尤其是欧美国家的西方音乐。他们的音乐形式和

我国传统的音乐有着显著区别，小学音乐老师把不同的音

乐教育理念进行融合，通过这种创新的教学形式来培养

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另外，在开展多元化音乐课程教学

的过程中，老师应将中西方音乐形式的差异向学生传授，

教学实践中让学生真实地感受音乐文化本身的多元化特

征，进一步增强学生对于音乐文化的创新能力，在实际

学习过程中突破传统模式，成长为优秀的音乐人才。

4  结语

总而言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念在教育改革中的

实践应用对音乐教育改革活动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影

响，老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合理应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

理念，能够促进教学内容的丰富和教学趣味性的增强，

对学生学习兴趣、学习能力的培养产生着一定的积极影

响。所以必须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念作为重要的教学

指导思想，以其为切入点探索改革创新的措施，使小学音

乐教育能够取得新的发展成效。这需要全社会对音乐教育

有着正确的、全面的认识，也需要我们的学校对小学音乐

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更需要我们的小学音乐老师不断

思考教学改革手段和教学改革内容。最终以实现小学生

的音乐专业素养和综合素养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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