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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我国的传统音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作为

历史悠久，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我国的传统音乐由多个

民族共同创造，作为东亚文明圈的中心，我国的传统音

乐影响了周边国家。在现阶段，我国高度重视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的协同发展，在这种环境下，传统音乐被摆

在突出位置上。在传承中华传统音乐过程中，高职院校

的声乐课程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

在高职声乐教学中融入传统音乐文化。

一、传统音乐文化概念

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由我国古代人民创造，在创造

的过程中使用了我国固有的音乐创作方法，采用了民

族固有的音乐形式，因此，创造出来的传统音乐具有

了本民族固有的文化特征，我国古代的国乐就是传统

音乐，但是新近出现的音乐不属于传统音乐的范畴，

比如，使用二胡演奏的《梁祝》就属于我国传统的音

乐，但是使用钢琴演奏的《牧童短笛》与我国传统音

乐没有关系。

在我国音乐领域，可以将传统民族音乐分为四个部

分，其中第一部分是汉族宫廷表演音乐，是主流的传统

民族音乐，可以细分为汉族的民间传统歌曲，器乐演奏

和歌舞表演，还有曲艺和戏曲音乐。我国的传统音乐历

史悠久，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产生变化，在朝代更迭的

过程中，我国遗失了大量的乐谱，其中五经中《乐经》

的丢失是中华民族的憾事，是我国音乐史上的巨大损失。

但是我国完好保留下来的传统音乐也汗牛充栋，无时无

刻不在展现传统音乐文化的魅力。我国目前高度重视精

神文化的建设，传承传统音乐成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在

迅速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传统音乐再一

次映入我们的眼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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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传统音乐文化融入高职声乐教学中的紧迫性

（一）文化多元化时代潮流的冲击

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难以逆转，伴随着经

济的全球化，精神文化的全球化也在悄然进行。在这种

现实情况下，我们要坚持文化层面的多元化，将继承和

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作为基础，积极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

文化，取长补短，提升自己。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坚持

和合共生，美美与共。高职院校的声乐教学需要积极吸

收外来的音乐文化，并且坚持传承和发展本民族的音乐

文化，创新性发展本民族的音乐文化。高职声乐教学应

当坚持从传统音乐文化中汲取精髓，赋予高职声乐时代

性发展变化的能力。

（二）高职声乐教学的现实需求

我国传统的音乐文化具有鲜明的特点，与高职声乐

教学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别，我国传统音乐是一个主体，

其中有各种分支，包括陕西的秦腔、浙江的越剧、安徽

的黄梅戏等，这些分支音乐都有自己的特点，彼此之间

共同促进，相互交融，京剧就是多戏种融合的产物。在

高职声乐教学中引入传统音乐，有助于丰富枯燥乏味的

高职声乐教学内容，有效缓解高职声乐教学形式单调的

弊病，让高职声乐教学充融入历史的厚重感，提高对学

生的吸引力。将高职声乐教学与传统音乐文化融合可以

让学生了解到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独特魅力，让学生自

觉肩负传承传统音乐文化的使命，促进我国传统音乐文

化历久弥新，不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高职院校学生

的音乐理解的鉴赏能力也会增加。

三、将传统音乐文化融入高职声乐教学的途径

（一）做好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的融合

我国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如果脱离时代发展进

步的要求，拒绝任何创新只会让自己陷入绝境，为此，

高职院校在声乐教学中融入传统音乐文化时，可以大胆

创新，有机结合传统音乐与当代流行的音乐，充分激发

出传统音乐的内在生命力，让传统音乐渗透到当代乐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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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周杰伦的流行

音乐中，不少歌曲都与传统音结合起来，使用传统的器

乐演奏，在歌曲填词中使用传统文学词句，让听众在耳

目一新的同时，发现传统音乐与当代音乐结合的成效。

从周杰伦的一些结合传统音乐文化的歌词可以看出，我

国流行音乐的听众普遍可以接受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方式，

并且对于这种音乐创作方式给予了高度的热情。《梁祝》

这一首曲子是我国近现代音乐的产物，但是其内容取材

于我国古典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首曲子一经推

出，就获得了大量的称赞。总之，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

传统文化体现着历史的厚重感，同时又体现出鲜明的时

代特征。我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现了我国人民的思维方式，

因此，传统音乐必须立足时代的基础，才能历久弥新，

生生不息 [2]。

（二）提高声乐教师的专业素养

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情况与高职院校教师之间存在

密切的关系，高职院校的教师与学生直接接触，会在无

形中影响学生的成长，因此，要做好万全的准备。高职

声乐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将会显著推动高职院校科研教

学的发展，为高职院校提高源源不断的动力。为此，在

融合传统音乐文化进入高职院校的声乐教学时，应当充

分发挥教师的作用。

首先，应当提升教师的学习能力，教师必须不断学

习，提升自己对传统音乐的理解，掌握更多传统音乐知

识，能够回答学生提出的关于传统音乐的知识。这样才

能为高职院校声乐教学融入传统音乐奠定基础。因此，

教师应当转变自己的身份，从一个照本宣科，一劳永逸

的理论学习者，转变为坚持学习，不断实践的探索者。

其次，高职院校领导层应当重视与其他高职院校的

合作，增进彼此之间学习的频率，还要重视高职院校内

部的教师交流，让教师从优秀教师处取经，这样可以在

短时间内提升教师教授传统音乐的理论和实践能力。要

建立起针对教师的激励机制，动员更多的教师投入到学

习当中去，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这样有助于教学模式

的改进，由单个教师的教授变为教师团队的合作教学，

通过高职院校内部教师的联合，在最大程度上提升教学

质量。这样将会加速传统音乐在高职院校声乐教学中应

用的速度。

最后，高职院校应当尽快建立起激励机制，满足高

职院校教师成就期望目标。教师对学生寄予更高的期望，

为学生设立更高的目标将有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提升自

己的学习成绩，同理，高职院校的管理者也要针对教师

采取同样的措施，激发教师教学的热情，激励教师与学

校一同进步。为此，高职院校的管理者应当在设定管理目

标时，既保证目标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也具有一定的

挑战性，保证目标可以切实强化学校的管理水平。将声乐

教师的个人职业发展目标与传统音乐的融入结合起来 [3]。

（三）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

当前，互联网信息技术催生了新媒体，高职声乐教

学的过程中必须意识到新媒体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充分

利用目前热度较高的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将传

统音乐与高职声乐教学结合的教学视频发布到学校的官

方账号上，这样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观看视频，学习相关

知识，这样做同样可以提升高职院校的影响力，毕竟上

传的视频可以被任何人观看。同时，教师可以在课堂教

学上利用多媒体技术，向学生们播放传统音乐文化的教学

视频或者将传统音乐文化相关的知识制作成幻灯片展示给

学生，给学生以直观的视觉冲击，吸引学生的兴趣 [4]。

（四）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声乐演唱中

我国的戏曲拥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底蕴。王昆是

我国著名的声乐表演艺术家，在他看来，在演唱中国歌

曲时，必须接地气，带有民族气息，因此，必须从传统

民族声乐中取经。郭兰英和李谷一都是我国老一辈民族

声乐表演艺术家，她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着深厚的

戏曲功底，因此，两位老艺术家在演唱诸如《白毛女》

《难忘今宵》等脍炙人口的歌曲时，会给听众耳目一新

的感觉。演唱家在戏曲演唱时，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行

腔、每一个站姿都大有考究，值得高校声乐教师借鉴。

此外，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当注重古曲的教授，比

如《高山流水》《胡笳十八拍》等，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

的音乐素养，本身也是一种传承文化的行为 [5]。

四、结束语

通过文章的研究可知，在高职声乐教学中融入传统

音乐文化是应对多元文化潮流的必要举措，是发展高职

声乐教学的必然要求。在将传统音乐文化融入到高职声

乐教学的过程中，高职院校可以将传统音乐与现代流行

音乐相融合，可以提升高职院校声乐教师的专业素养，

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还可以在声乐演唱教学中主动

融入传统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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