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 and Leam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1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31-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中国传统文化与音乐课堂的融合探究 
卓玛措 

（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青海海东  810700） 

【摘  要】对于学生的音乐课堂构建而言，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的音乐教材课本都是以中西方多元化的音乐元素融合

为主，这也就导致学生的音乐课堂虽然在民族多样性上拓宽了眼界，但是与此同时却限制了学生在音乐课

堂上对传统文化作品的深入学习和吸收。任何事物都是阶段性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审美需

求和不同的创作方式，对于传统文化而言，不同时代也有着不同的音乐特色，因此，音乐教师必须在音乐

课堂中融入更多的传统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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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在音乐课堂的发展需要音乐教师具有

在综合思维基础上的教学主体意识。现在，大家已逐渐认

识到传统文化元素融合在音乐课堂中对学生人文素养发

展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面对新时代、新审美、新需求，就

更加需要培育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自信，不断增强

学识与技能，处理好与其他国家民族音乐文化的包容关

系，在做到换位思考、加强沟通、增进理解的基础上，引

领学生主动打造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音乐教育。 

1  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生音乐课堂构建中融合现状
分析 

由于很多音乐课堂受到教材编写的限制不得不直面

传统音乐教学这一主题，因此，学生在音乐课堂的学习过

程中是有接触过传统文化元素的，只能说对这些音乐教材

中的传统文化元素的挖掘不够深入和彻底。当前学生的整

体音乐教学课程设计并不是十分理想，很多音乐教师首先

没有获得充足的教学时间；其次对传统文化的涉猎也并不

广泛，学生无法根据教师的表述对音乐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对传统

文化在当今音乐课堂的融合创新程度不够。实际上，很多

音乐教师在教授以传统文化为主的教材内容时，不重视结

合当今音乐审美的大潮流进行创新，反而故步自封。除此

之外，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旋律的音乐课堂缺乏足够优

秀的音乐教师，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与音乐课堂的结合不够

紧密。当前富有创造力的音乐教师人才匮乏，很多音乐教

师在敷衍的教学态度的浸染下逐渐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

创新融入意识。而且，很多学校长期不注重培养能够创新

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音乐课堂的教育人才，这也就导致了

很多音乐教师自身就缺乏成熟的传统文化音乐知识体系，

也就绝不可能教导出具有文化底蕴的学生。最后，由于具

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音乐内容确实是有脱离学生当今

审美的倾向，因此，很多学生对音乐课堂中的传统文化部

分的教学根本提不起自己的学习兴趣，也无法引领他们进

行中国传统优秀音乐文化的创新传承了。 

2  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音乐课堂优势探讨 

中国传统音乐实际上是融合了中华各民族结晶的宝

藏，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为中国整体音乐增添了多样化的

色彩。通过在音乐课堂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对开拓

学生的音乐视野，发展他们的音乐创新思维大有裨益。众

所周知很多富含中国传统元素的音乐大多是一些中华各

民族的特色音乐，如陕西《信天游》等，因此，能够看到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音乐是其发生地和流行地民众

的一种独特情感表达方式，它是体现了音乐生命本源和价

值的一种艺术形态，因此，带领学生依据音乐教材感悟民

族音乐中的传统文化之美对于培养他们具有文化积淀的

音乐素养大有裨益。除此之外，由于中国传统音乐在随着

时代发展的大潮流中日益显得没落，因此融合中国传统文

化的音乐课堂还肩负着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伟大任务。音

乐教师有义务带领学生深入感悟中国传统音乐魅力，并且

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从而培

养学生传承中国传统音乐精华的志向，为今后我国的传统

音乐发展输送专业的优秀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够为中国

传统音乐的长足发展不断注入新鲜的活力和创造力，促使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努力下重新焕

发生机，今后能够长久在世界音乐园林中始终占据一席之

地，并且能够让全世界都有兴趣来感悟和学习优秀的中国

传统音乐文化。 

3  中国传统文化在音乐课堂融合与淬炼策略探讨 

3.1  强化音乐教师传统文化融入音乐教学的理念 
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在学生身上的传承来说，音乐教师

是连接两者之间的重要一环，因此，音乐教师有关中国传

统音乐的教学理念的实践贯彻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要

想真正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植入到学生的音乐学习空间

中，就必须加快转变音乐教师的教学理念，无论是从教学

意识上还是教学手段上都围绕弘扬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做

出改革。中国传统文化音乐要想在音乐课堂发展首先需要

音乐教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音乐创新教授的理念和意识。

所以，能够担任中国传统文化音乐教学的教师首先应当具

有符合当代传统音乐共有的价值理念、生命体验、人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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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和当代审美意识。其具体要求就是，在引导中国传统文

化在音乐课堂创新时要弄清文艺发展的方向、精神和要

求，遵循创作的规律和特征、观点和方法，处理好内容与

形式、继承与创新、普遍与特殊、本体与借鉴的关系，把

握好流派、行当、程式、技巧与人物的关系；要着重在写

人与塑人方面下功夫，把人的真情实感、友好良善、美好

憧憬等表现出来。例如，在讲解《信天游》这一民歌时，

音乐教师就必须意识到不能简单地介绍信天游的唱法，应

当积极转变自己的教学观念，以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音乐

文化的教学目的为指导，对《信天游》在中国西北地区产

生的背景以及蕴含的民族精神进行详细的介绍，只有这

样，学生才能够深入感受《信天游》这一传统民歌的真正

魅力，只有音乐教师自身意识到要利用教材带领学生去深

入挖掘中国传统音乐的内涵，只有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有

一个全面的认知，才能够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他们的努力

下，在当今时代继续发展延续下去。因此，教师必须自己

先对自己传播中国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任务有一个深刻

的认知，并以此意识来塑造自己的教学理念，并将这样的

教学理念贯彻到实践过程中，才能够改变当今学生音乐课

堂传统文化流失严重的现状。 
3.2  结合大众音乐审美进行传统音乐的创新教学 
当今时代，若是谈起学生对音乐的审美要求，那么

必定是流行音乐、电子音乐等更受欢迎。很多学生对中

国传统音乐文化丧失兴趣，主要是因为以京剧等为代表

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不符合当代学生的大众音乐审美，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音乐课堂的发展需要结合现代实

例对其作曲能力和手段技法等进行创新。因此这也就代

表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不能任由自己被时代潮流甩在

深厚，而是应当积极结合当代大众审美进行自我改革和

创新，这样不仅能够再次实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复

兴，也会让学生发现中国传统音乐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促使他们主动承担起改革和弘扬优秀中国传统音乐文

化的重任。例如，在教授京剧相关的内容时，音乐教师

应当根据大众审美口味利用创新化的音乐案例对学生

的课堂学习兴趣进行吸引。例如，李玉刚老师的《新贵

妃醉酒》等一些代表作品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音乐课堂

成功创新的表现。李玉刚老师在《新贵妃醉酒》的创作

中，将京剧和流行音乐结合起来，是中国传统文化创新

的典范，而音乐教师要做的就是在讲授完和教材中相关

的京剧理论知识后，可以在课堂上播放一些李玉刚老师

的创新化作品，为学生对中国传统京剧的认识打开一个

新视野，如此一来，会增加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亲切

感和传承使命感，为中国传统文化在音乐课堂的发展提

供新方向。这也在学生创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层面给予

他们更多的启发，积极地将自己所学到的传统文化元素

与大众音乐审美口味结合起来，促进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焕发新的生机并且走向世界的舞台。 
3.3  积极培育用于深厚中国传统音乐素质的教师

人才 
当今音乐课堂缺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深层渗透有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音乐教师自身并没有带领学生领

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魅力的能力，比如，音乐教师所学习

的专业和中国传统音乐相差甚远或者音乐教师自身从未

自主研究或者喜好过中国传统音乐。造成具有深厚传统音

乐文化积淀的优秀教师较少的因素有很多。首先，由于学

校自身就对音乐课堂的构建不够重视，因此，在招聘相关

教师的过程中对教师的整体素质没有进行一个全面的考

核，这就很容易导致在教师团队中混入一些不合格的音乐

教师。此外，由于学校自身对音乐课堂的轻视态度，也就

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态度，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积极，那

么音乐教师也会逐渐丧失自己的耐心，最后养成一种敷衍

的教学态度。因此，要想真正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音乐课

堂中，学校必须在提升音乐教师素质方面进行全面的研

究。比如，在招聘音乐教师的过程中，结合音乐教材中和

中国传统相关的部分进行一个系统的考核，并且在今后的

教学课程的安排中加大对音乐课堂的重视。如果会招聘到

一些和中国传统音乐不相干的其他音乐流派的教师，学校

也必须要求他们对本土的音乐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和认知，

并且积极检查他们的备课情况和课堂教学成果。此外，学

校也不能放松对整体音乐课堂教学进度的把控，为了防止

音乐教师故步自封，学校也应当定期对音乐教师进行传承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相关的知识培训，从教学专业度和思想

程度上加强教师对传统文化在音乐课堂教学中的重视。只

有教师自身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对塑造自己音乐课

堂的必要性，并且掌握教授学生感悟中国传统音乐魅力的

能力，才能够在音乐课堂上炉火纯青地讲述中国传统音乐

文化的博大精深。 

4  结语 

在学生的音乐课堂的教学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的音乐内容远不及一些欧美流行音乐或者当代音乐受欢

迎，但是，音乐的教学不只是带领学生领悟各种音乐类型

的风采，而是能够通过民族音乐的传授增强学生的音乐文

化自信和传承使命感。因此，在今后的音乐教学中，音乐

教师必须革新自己教学观念，创造性地融入中国传统文化

的教学，并且积极提升自己的音乐文化素养，在教学的过

程中实现师生共同进步的传统文化传承音乐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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