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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音乐在高校教育传承中的定位及思考

【摘     要】 随着我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少数民族音乐的继承和发扬是十分重要的。少数民族音乐具有自身独有的特色，十分宝贵，

需要高校进行教学课程的引入，从而能够让学生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学习和感知，有利于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本文首先针对高

校进行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的重要性进行阐述，然后分析少数民族音乐在高校教育传承中的定位，最后提出高校少数民族音乐传

承策略，包括创建特色少数民族音乐教学课程、丰富高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方法、要求加入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创新以及组织高

校多种少数民族音乐活动。旨在能够更好地实现高校教育对少数民族音乐的精准定位，不断进行学习和传承，促进民族音乐文

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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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民族汉化的日趋严重，很多少数民族自己的音乐得
不到发展，如果按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很可能会造成少数民
族音乐文化的失传，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缺失。因此，为了
能够更好地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传承，高校应该担负起这份责任。
那么应该怎样才能够更好地进行教育传承工作呢？下面让我们
共同来进行分析和探究。

一、高校进行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的重要性

1.弘扬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音乐是民族文化的体现，通过音乐能够对少数民

族地方的习俗特色、风土人情、社会风貌具有非常集中地体现，
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而且通过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学习能够对
传统的民族文化进行弘扬，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非常好的
教育意义。少数民族音乐的种类丰富多彩，比如蒙古族的音乐
大多能够展现出草原的辽阔，比如《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
首歌，描述了内蒙古的草原与河流，因为歌曲的音域跨度比较广，
能够在听觉上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让人能够通过低回婉转到
高亢亮丽的转换，给人一种辽阔之感，也能够感受到歌曲演唱
者对家乡的爱以及对父亲母亲的思念。而且在演唱风格上也具
有一定的蒙古族风情，特别是在唱“心里有一首歌”时，尾音
带有强烈的蒙古族歌曲的特色，给人一种草原牧羊的感觉。这
首歌能够将蒙古人的深情与壮阔的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带有
强烈的蒙古族风格。通过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学习，能够让学生
感受到不一样的歌曲表达形式，有利于对民族音乐的传承以及
对民族音乐的认同 [1]。

2.丰富教学内容
少数民族音乐的教学有利于实现对高校课程内容的丰富，

很多高校的课程大多都是关于专业内的学科，很少具有音乐种
类的学习，除了音乐专业的学生，很多人都无法实现对音乐课
程的学习。而音乐本身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进行情感的传递，
同时也能够对人的情绪进行抚慰。高校通过对少数民族音乐的
引入能够让课程内容变得更加丰富，让大学生也能够进行音乐
的熏陶，有利于进行艺术的陶冶。而且大学生大多数也都是音
乐的爱好者，比较容易接受高校进行少数民族音乐课程的教学。
与此同时，将少数民族音乐课程融入到高校的教育中能够对高
校的文化氛围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让高校变得更加具有艺术
文化气息，有利于进行校园的文化创建，创立学校的特色品牌，
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学校学习。

3.提高创新能力
少数民族音乐的教育科研有效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音乐

是多元化的，少数民族音乐是世界音乐种类中的一种，音乐同
时也具有一定的共通性，能够将各种音乐元素进行有效融合也
可以促进学生对音乐的创新。对于不同音乐节目可以进行相应
的创作，现在有很多综艺节目，为了能够进行喜剧效果的体现，
有效喜剧人能够将各种音乐风格进行融合，从而达到一种喜剧
的效果。比如在演唱彝族歌曲《不要怕》时，也可以对网络歌
曲《不怕不怕》进行融合，将两首风格完全不同的歌曲进行融
合，有利于创造喜剧效果。也可以对不同语言的音乐进行融合，
比如在唱英文歌时，也可以进行少数民族音乐的融合，将电影
《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与高山族的《娜
鲁湾情歌》进行有效融合，二者都是对于爱情歌曲的情感传递，
可以进行一定的融合，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和想象力的提升。

二、少数民族音乐在高校教育传承中的定位

高校在进行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时，应该注重其在高校教
学中的定位。高校的教学目标定位应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对
于音乐专业学生可以将少数民族音乐教学进行重点培养，这样
可以有效提高音乐生的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锻炼学生的少数
民族歌曲演唱能力，针对一些基本的少数民族音乐演唱技巧进
行学习，比如蒙古族的呼麦、长调，藏族的特殊转音唱法，维
吾尔族的灵动唱法等，通过对不同演唱技巧的学习能够提高学
生的音乐技术和欣赏水平，对学生专业的演唱能力具有一定的
提升作用。对于非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以进行少数民族音乐的欣赏，
也可以进行相关歌曲的演唱，但是对于专业性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主要实现对少数民族音乐内容的普及，有利于民族音乐文化的
传承 [2]。

三、高校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策略分析

1.创建特色少数民族音乐教学课程
在进行少数民族音乐的教学中，高校应该针对教学课程内

容设置进行精心设计。少数民族音乐课程可以将其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音乐的欣赏课，这种可以是必修课，
所有的高校学生都应该进行学习，对我国的各个少数民族音乐
的种类、风格、唱法等具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进行歌曲的欣赏，
这样有利于学生对少数民族音乐的深入熟知，有利于实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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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针对不同歌曲进行少数民族音乐元素的加入，从而能
够获取更多的灵感，有助于实现歌曲的创新，同时也能够对学
生的音乐素养进行培育，促进学生多元化的发展。在课堂教学
中，教师可以制定方向让学生进行尝试，比如在演唱流行歌曲时，
要求学生能够运用少数民族歌曲的演唱技巧进行表演，歌曲可
以学生自己选定。教师需要给学生一定的时间进行考虑，通过
学生的思考能够更好地将少数民族音乐元素进行有效融合。但
是时间要具有一定地限制，因为高校教学时间有限，需要提高
课堂效率。在演唱流行歌曲时经常会加入一些颤音、转音、气
泡音等技巧，从而能够渲染情感，丰富歌曲的层次。学生可以
在流行歌曲中加入藏腔、长调、民族特色转音，然后观察歌曲
的演唱效果，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4.组织高校多种少数民族音乐活动
为了更好地进行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还需要进行宣传活

动，学校可以组织一些表现优异的学生进行学校音乐演唱活动。
比如少数民族歌曲大赛、少数民族元素原创歌曲大赛、少数民
族歌剧表演等，从而能够通过各种丰富的音乐表演形式来进行
民族音乐的宣传，有利于进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继承和传播，
让更多人对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解。学校还可以对社会
进行优秀少数民族音乐教师的招募，从而加强师资力量，促进
音乐传承 [4]。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音乐需要进行一定的传承和发扬，不
但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对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元素的理解，同时也
能够更好地实现对民族文化的弘扬，可以让我们的音乐种类变
得多种多样，能够在原有音乐的基础上实现民族音乐元素融合，
创造出更多好听的音乐，同时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除此
之外，还能够对教学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丰富，让高校课堂变
得更加充实。因此，高校可以建立关于少数民族音乐的课程内容，
创造多元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对我国民族音乐具有更多的了解。
也可以在学校举办相关活动，在活动中进行少数民族音乐的宣
传和表演，促进少数民族音乐的进一步发展。

的传承。第二，需要设置声乐课内容，这种课程属于选修课程，
主要是针对喜欢唱歌的学生而进行设置，对于音乐专业的学生
应该设置为必修课，这样有利于对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第三，
设置少数民族的乐器教学课程，少数民族歌曲需要一定的乐器
衬托才更有感觉，比如葫芦丝，这是我国西南地区傣族、佤族
等地方的民族乐器，通过葫芦丝的歌曲铺垫能够给人一种朦胧
的美感，体现出当地少数民族的音乐特色。马头琴是蒙古族的
主要乐器之一，能够体现出蒙古族的特色，具有激昂、粗狂的
感觉，可以为蒙古族歌曲进行情绪方面的铺垫。芦笙是苗族、
瑶族等少数民族歌曲的特色乐器，通过芦笙可以进行民族节日
的庆祝，体现出一种喜悦的感情。高校通过建立三种特色的少
数民族音乐课程可以有效实现学生对民族音乐的了解和艺术的
传承。

2.丰富高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方法
教师在进行音乐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教学方法的丰富

来实现学生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喜欢，这样有利于刺激学生音乐
学习的积极性。可以选择学生喜欢的民族音乐来进行课堂演唱，
比如《乌兰巴托的夜》、《天路》等歌曲，这些歌曲具有十分
优美的旋律，同时也具有丰富的情感表达，被一些知名歌手带
到电视节目中为大众所熟知，教师可以通过教学生演唱具有少
数民族特色的歌曲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教师也可
以通过情境教学来进行少数民族歌曲的情景再现，比如在学习
少数民族歌曲《达坂城的姑娘》时，可以让一位男同学和一位
女同学共同完成，可以适当加入一些情景剧，在情节需要时唱
响这支歌，有一种音乐剧的味道，提高学生的兴致。也可以进
行男女对唱，比如在演唱《龙船调》时，可以用对山歌的形式
进行演唱，加强演唱氛围，具有非常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在教
授演唱技巧时，可以运用有趣的方法来让学生进行学习，比如
在学习气息时，可以让学生模仿狗喘气；在学习头腔共鸣时，
教师可以让学生模仿救护车的声音。教师通过有趣的方法实现
专业教学，具有非常好的教学效果 [3]。

3.要求加入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创新
音乐是无国界的，都是由 7 个音符组成，只不过语言不同，

风格不同，在进行高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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