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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议民族音乐于初中音乐中的运用于传承 
◆李曼丽 

（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双土乡中心学校  635216） 

 
摘要：在素质教育蓬勃发展的当下，我国教育已经愈发的重视学生的全

面发展和个性培养，所以在初中音乐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把民族音

乐运用到其中，使学生了解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初中音乐教师

要通过以下几大方面，从民族音乐文化在初中音乐文化教学中的体现；

民族音乐文化在初中音乐中具有重要意义和地位；传承民族音乐，集成

音乐文化入手，为学生的音乐学习打下坚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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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音乐文化在初中音乐文化教学中的体现 
在新课程不断深入改革的当今，民族音乐表现形式多样，歌

曲数量十分众多，教师教学过程中可对学生进行扩展和丰富，例
如劳动号子、长调、短调和二胡等民族乐器选取适合的歌曲，让
学生可以更全面的了解民族的音乐和文化，避免学生单一的学习
民族音乐。民族音乐的产生背景大多是产生于民族故事及劳动，
含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带入音乐的
背景，更生动的把学生带入音乐之中，教师创新性的教学也提高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印象也更加深刻。不仅能提高课程趣味性，
也能改变传统枯燥乏味的课堂模式，新奇的课堂模式也会给学生
带来更新奇的体验。 

例如，在学习一个民族音乐之前，教师可先进行歌曲相关了
解、拓展，在进行课堂教授之前，也可让学生进行自行欣赏和歌
曲背景的了解，进行课堂扩充，学生既能补充课外知识，由扩宽
学生了眼界，课堂氛围也更加的积极活跃，学生可以人人参与其
中，同时也提高了学生在学习时的兴趣和积极性，学生自主的去
学习课堂知识，将课堂交给学生，学生自由发挥，学生学习自由
度更加广阔，学生为今后的学习攒下一定的音乐素养，教师为学
生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学习环境，为学生学习创作了一
个好的条件。 

二、民族音乐文化在初中音乐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在教材中出现的民族音乐，大多数为经典之作并广为流传，

例如《二泉映月》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因此加强
民族音乐的地位，能够提升经典作品的知名度，而且保证这些作
为国家值得珍藏的东西能代代流传下去，不会失传，由于民族音
乐体裁众多，歌曲、地区多样化，教师可根据音乐不同风格或题
材进行分类教学，更加体现民族音乐的独特性和经典性，民族音
乐无可替代，国家也应该对其提供相应的保护。由于民族音乐的
不同，以及民族音乐的独特性，教师需培养学生对于音乐的品鉴
能力，使学生更加全面的了解我国民族音乐的特点和独特之处。
民族音乐展示了我国的民族精神面貌和本质，因此更好的传承和
学习民族音乐也有利于我国的发展和进步，学生由此提升自己的
爱国主义情怀和对民族文化的敬仰与热爱之情，并对其加以保护
和维护，结合民族文化，更加深刻的了解和感悟民族的悲喜。 

例如，教师进行教学过程中，可根据不同的曲目进行不同的
传授，比如《梁祝》和《茉莉花》，使学生感受民族音乐的独特
和魅力，和曲目中所要表达的情感，民族音乐文化在音乐教学事
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因此，教师需设计良好的教学过程，
提前备好课，如何使学生感受民族音乐的重要性，如何使学生感
受民族音乐的魅力和民族文化。提升学生们的音乐技巧和音乐素
养，进一步提升和突出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重要地位。 

三、传承民族音乐，集成音乐文化。 
音乐放在合适的环境地点才会充分发挥它的意义，借助文化

的推力，才能更好的促进和推动音乐文化的发展和无限活力，教
师在进行教学中也应该对音乐的背景、意义和各个方面的结合进
行全方面的教学，教师和学生应在学习过程中更加注重音乐的细
节处理和文化的相辅相成，而不是单单的注重音乐技巧的教授。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也应该注重创新能力的提升，教师有意识的
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指点。传承不只是继承和欣赏，更重要的是创
新和创造，教师应该适当的鼓励有能力有水平的同学进行艺术创
造和艺术实践，通过自己的创作来扩展民族音乐组成部分，营造
一个更为和谐和积极向上的艺术氛围，引导学生进入更深一层次
的音乐殿堂，从而激发学生更多的创造灵感和创造技巧，为我国
的民族音乐大放异彩做出更加有意义的贡献，这也是维持我国民
族音乐生命力的有效体现。 

例如，在介绍一个经典作品时，教师可引用多种相似类型的
歌曲，让学生通过相同和不同来发现歌曲的特点、独特的风格，
通过对不同乐器的鉴赏来见分析和研究。根据不同乐器的不同演
奏，在对比之下产生不同的感觉和想法，进而提高学生的创造能
力和创新能力。民族音乐作为初中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
相当重要，并不可或缺，民族音乐注入了我国民族凝聚力和强大
的民族精神，代表了我国民族意志和上下几千年的丰富文化历
史，教师在进行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性作用，采取各
种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有意义的教学实践和知识体验，让民族
音乐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吸收最新的教学理念结合学生具体状
况，教学效果会更为优化。 

总结 
总而言之，初中音乐教师在将民族音乐融入到课堂教学中

时，要坚持做到以上几大方面，不断加强学生对于音乐文化的认
知，提高他们的艺术素养，继而在丰富学生自身文化意识的同时，
也让教师的教学水平得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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