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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当前我国各学段推崇素质教育，音乐作为素质教育

的重要内容，具有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能力的作用。世

界各地的人们生活方式差异较大，形成多种音乐文化。

高校在开展音乐教育时，要充分运用世界各地音乐文化，

开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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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相互交融，新文化不断出现，我

国文化要积极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丰富本土文化的内

涵，促进文化的发展。通过开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有

助于提高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尊重和理解世界各地的文

化，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各地区的音乐内涵丰富，可

以提高学生的音乐知识储备，激发学生的音乐创造力，

促进学生音乐创作水平持续提升。

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概述

多元文化教育是指所有学生地位平等，在学校里要

接受相同的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放眼世界，包含世界各

地多种多样的文化。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信息传播媒

介功能强大，类别丰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运用信

息技术传播信息和文化。艺术无国界，在进行音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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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国内高校采用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树立并深化多

元文化的音乐教育思想。以往学校在开展音乐教育时，

以欧洲音乐为中心，这种教育理念不再适合当今我国的

音乐教育需求。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飞快，人们的

生活和工作节奏也加快，没有时间和精力慢下来传承优

秀的传统文化。我国是文化大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

的音乐文化。通过开展多元文化教育，可以将各个民族

的音乐带入教学中，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音乐

素养。世界各地文化习俗存在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音乐文化。学习世界各地的音乐，有助于学生吸取各地

区音乐的精华，丰富音乐知识储备。在学习多样化音乐

的过程中，学生通过音乐了解各地的文化，可以提高学

生的文化修养，使学生在音乐学习中，尊重欣赏各地区

的音乐。我国成为经济大国后，需要拥有先进的理念，

持续发展，保持良好的世界地位。文化对于国家的发展

至关重要，音乐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发展文化时，需

要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树立多元文化音乐的教育理念。

在这种音乐教育下，我国的音乐可以不断得到发展和创

新，充满活力，走向世界。学生和教师可以吸取世界各

地的优秀音乐文化，促进我国音乐的发展。

二、高校多元文化音乐教学现状

1. 教学材料不够丰富

在开展多元文化音乐教学后，很多学校依然采用以

往的教材。为了满足音乐教学需求，教师在网上寻找世

界各地的音乐文化素材，作为教学辅助资料。一些教师

自身的教学水平不足，对于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认知有

限。在网上收集教学资料时，教师收集的内容过于单薄，

难以开阔学生的眼界，不利于文化拓展和音乐教学，影

响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质量。

2. 师资力量不足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涉及各地区的文化和音乐内容，

需要教师拥有丰富的音乐知识和文化知识储备。一些音

乐教师的文化底蕴不足，在开展音乐教育时，难以将音

乐内容和当地的文化进行结合，导致音乐教学脱离文化

背景，教学内容脱离实际生活，不利于学生理解音乐风

格和特征的文化意义，影响音乐学习效果。我国民族众

多，高校学生来自不同的民族，在学习时有不同的音乐

需求。教师缺乏文化底蕴，无法系统地呈现各地区音乐

文化的优势，难以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音乐学习需求。

3. 教学理念存在偏差

部分高校音乐教师在开展教育时，教学理念存在偏

差，影响学生对音乐文化的理解和欣赏。教师在开展世

界音乐教学时，忽视亚洲、非洲等地区的音乐，将欧洲

的音乐教育理论作为世界音乐理论。这种教学理念限制

了学生的思想，学生无法关注到世界各地的音乐，使多

元文化音乐范围变小，难以开阔学生的音乐思维。亚洲、

非洲等地区很多音乐独具特色，学生在音乐课堂上难以

接触到这些音乐，难以汲取其精华，影响学生的音乐学

习和创作质量。

4. 缺乏民族音乐文化

我国历史悠久，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音乐文

化。但高校在进行音乐教育时，教育内容缺乏民族音乐

文化，对本土音乐关注度不高，影响民族音乐的学习和

发展。大部分高校的音乐教育以外国的音乐为主，认为

外国的音乐比本土音乐先进，在设计教学目标和课程考

核内容时，将外国音乐放在主要地位。我国的乐器丰富，

音乐风格众多，不同的音乐蕴含浓厚的地方特色，体现

日常生活的情趣。教师在教学时，不注重引导学生传承

本土音乐文化，难以提高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学生在进

行音乐学习时，容易受教师的影响，忽视本土音乐文化，

导致本土音乐文化得不到传承。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

传递表达情感的方式存在差异，学生不关注本土文化，

在进行音乐创作时，采用外国的音乐方式表达情感和思

想，导致情感和思想的表达不接地气，音乐作品缺乏创

意和真情。忽视本土民族的音乐教育，难以朝着正确的

方向快速发展，教育质量难以提升。

三、高校多元文化音乐教学优化策略

1. 完善音乐教材

学校要完善音乐教材，满足多元音乐文化的教育需

求。在教材中加入亚洲、非洲等世界各地的音乐、乐器、

文化等内容，添加经典曲目作为教学案例和学习内容。

世界各地的音乐文化众多，教材的篇幅有限，学校要集

结校内音乐教师创建音乐教学素材库。按照地区为音乐

教师分配收集素材任务，要求教师收集世界各地区的音

乐相关素材，选择资深的音乐教师对教师收集的资料进

行整理和补充，和信息技术人员合作，搭建线上音乐教

学素材库，将各种音乐素材进行分类储存。音乐教师在

开展教学时，可以随时从素材库获取资源，减轻了教师

的备课压力，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提升自身教学

水平和文化底蕴，有利于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质量的提升。

2. 强化师资力量

学校要采取措施提高音乐教师的教学水平，保证音

乐教学质量。随着高校的扩招，音乐教师的人数也在逐

渐增加。在招聘音乐教师时，学校要采用笔试、抽题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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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等多种方式考察教师的多元音乐理念和文化底蕴，为

音乐教师团队增加高质量的音乐人才。对于现有音乐教

师，学校要开展培训活动，向教师渗透正确的多元文化

音乐理念，转变教师的思想。选择文化内容丰富的资料，

督促教师进行自主学习，定期进行考核。要求教师学习

有名的亚洲、非洲乐器，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为教师

推荐音乐课程和乐器学习课程，设置每阶段的学习截止

日期。通过各种方式，全面提高音乐教师的教学水平，

强化多元音乐教育师资力量。

3. 注重本土音乐教学

高校音乐课程要将本土音乐文化作为重点学习内容，

提高本土音乐在音乐学习中的地位，增加教师和学生对

本土音乐的重视。我国音乐种类丰富多样，学校要开展

讲座，使教师意识到本土音乐传承的意义，提高教师的

民族自信心。在教学时，将音乐的创作背景以及文化结

合起来，将学生带入到各种经典的历史故事中，引导学

生从优美的旋律中体会创作者的思想和情感，感受本土

音乐的魅力。如琵琶曲《十面埋伏》，用雄伟激昂的旋律

描述楚汉之战。歌曲根据战争的进展分成三段。第一段

用自由变换的节奏描述站前的准备，琵琶声如战鼓般扣

人心弦。第二段用张弛对比演奏出战斗中的紧张气氛，

用刹弦描述刀剑相互碰撞，用夹扫描述战士的勇猛气势。

第三段用凄切悲壮的旋律描述项羽乌江自刎。通过多种

演奏手段，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楚汉之战的全过程。运用

这些经典的民族音乐开展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音乐知

识储备和音乐审美水平，为学生提供新的创作思路，促

进学生音乐综合能力的提升。

4. 创新传统民族音乐教学内容

在传承本土音乐文化时，教师要考虑到学生的音乐

喜好和当前音乐的发展趋势，将传统的民族音乐和流行

音乐进行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统的本土音乐

由历代人民创造，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音乐的内容

和现代生活关联不大。大部分高校学生喜欢流行音乐，

传统民族音乐的风格难以激发学生的热情，内容也偏离

实际生活，导致学生在学习时兴致不高，影响学习效果。

流行音乐的内容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关联，大部分只

叙事抒情，缺乏精神内核。随着国家大力宣传和发展传

统文化，一些热爱传统音乐的人才响应国家号召，对传

统音乐进行创新，将一些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进行结合，

使二者相互促进，扩大了传统民族音乐的影响力。例如，

一棵小葱将流行音乐《青花瓷》和京剧唱腔结合，使这

首歌再次爆火，细腻的花旦唱腔、浑厚的老旦唱腔和醇

厚舒展的小生唱腔完美搭配，赋予歌曲新的活力。运用

这首改编歌曲进行京剧教学，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便于教师教授京剧相关知识。将流行音乐和传统

音乐结合，也可以丰富学生的学习和创作思路，锻炼学

生的创新能力。

5. 增加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在开展音乐教学时，教师要灵活运用多种方式，提

高课堂的趣味性，增加学生的课堂参与度。音乐的理论

知识比较抽象，单独进行学习学生容易感到枯燥。教师

可以将理论和操作结合起来，减少理论知识学习的乏味

感。如在学习乐谱、乐理等知识时，教师可以播放或演

奏音乐，将音乐分段，插入理论知识，辅助学生理解和

记忆。在课堂学习和练习中，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多声

部合唱、分段演唱等，丰富练习的方式，提高练习的趣

味性。也可以将学生进行分组，让学生在组内进行练习，

相互探讨交流学习心得，互相帮助彼此解决困惑，提高

学习的个性化，使学生的问题及时得到解决，满足不同

音乐水平学生的学习需求。然后各小组进行竞赛，相互

评分，激发学生的好胜心。在学习故事情节丰富的音乐

时，可以组织学生根据音乐编排剧情进行表演，使学生

在表演中体会异国文化，提高学生的音乐学习体验。大

学时期，一些学生会在假期出国旅游。在音乐课上，教

师可以结合学习的音乐内容，邀请这些学生分享在旅行

中接触到音乐文化，创造愉悦轻松的学习氛围。按地区

划分，每个范围内的音乐学习结束后，教师可以举办小

型演唱会，为学生安排演出任务，作为这一阶段的课后

学习任务。学生自由选择曲目，在演唱前要介绍演唱音

乐的文化和特征。通过多种方式，增加学生的音乐学习

参与度，提高其多元文化音乐的学习热情。

四、结束语

多元文化教育包含世界各地的文化，强调各种文化

平等，学习者平等。在进行音乐教育时，高校要树立并

深化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思想，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

学生的音乐素养。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念更加顺应时代

发展的需求，可以增添我国音乐的活力，促进本土音乐

的发展。一些高校在开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时，教学资

料不足，影响音乐教学内容的全面性和教学质量。一些

音乐教师的文化底蕴不足，难以将音乐内容和当地的文

化进行结合，导致音乐教学脱离文化背景，不利于学生

理解音乐风格和特征的文化意义。部分高校音乐教师在

开展教育时，教学理念存在偏差，影响学生对音乐文化

的理解和欣赏。教育内容缺乏民族音乐文化，对本土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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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关注度不高，影响民族音乐的学习和发展。学校要完

善音乐教材，满足多元音乐文化的教育需求。完善音乐

教师招聘考核内容，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团队师资

力量。将本土音乐文化作为重点学习内容，增加教师和

学生对本土音乐的重视。将传统的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

进行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灵活运用多种方式，

提高课堂的趣味性，增加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提高多元

文化音乐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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