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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高校民族器乐合奏课程的教学分析 
◆敖  丽 

（北京交通大学艺术教育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  100044） 

 
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时代的不断改革创新，自从宣布正式进入二

十一世纪以来，我国不论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综合的实际国力的提升，

与以往的时代相比都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差距。在这种大环境的驱使之下，

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但是与此同时我

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各项社会中的工作要求都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而

且随着国民的精神追求越来越高，其对于音乐方面的精神需求也就越来

越高了。所以，在本文中我们将对高校民族器乐合奏课程进行一定的分

析过程，并且针对课程的特点，我们还会提出一些呢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意在使得搞笑民族器乐合奏的课程效果得到一定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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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通过一定的调查之后我们得知，高校民族器乐合奏课
程的开设其实是为了培养高校学生的对多声音乐的听觉意识，因
为对于一个高校音乐学生来说，其听觉意识的好与坏其实是非常
重要的，听觉能力不仅能够帮助音乐高校的学生找到音乐当中的
节奏和节拍，还能帮助学生即使处于乐队的合奏中，也能拥有非
常好的音准把握的能力。从高校民族器乐合奏课程对学生各方面
中的作用我们就能得知，这项课程其实是十分的重要的，也就是
说在目前为止的高校当中，高校民族器乐合奏课程的开设可以说
是势在必行的一件工作内容了，所以在接下来的文章当中，我们
将对音乐高校当中的民族器乐合奏课程进行详细的分析，并且针
对分析的过程还会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对策。 

一、当前阶段中高校民族器乐合奏课程存在的问题 
（一）实践经验较少 
其实经过一定的调查之后我们就能发现，西方音乐高校的学

生的听觉意识是非常之强的，但是我国音乐高校的学生与之进行
相比较的话就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根据对一些相关的文献记
载进行调查之后我们发现，西方的器乐合奏的历史是比较长的，
例如西方当中著名的交响乐团就有数百年的历史，而我国的民族
管弦乐团的历史仅仅是短短的几十年，从历史这一点进行比较的
话，我国的管弦乐团是要落入明显的下风的[1]。而这里的历史经
历比较短的话，其实就间接的说明了我国的民族管弦乐团的实践
经验其实是比较少的，而我们又知道一点：理论是来自于实践当
中的，因此我国的民族管弦乐团的指导理论也是比较少的，两者
的共同影响导致现如今的民族器乐合奏课程远不如西方的交响
乐团的相关课程。所以，在现如今的高校民族器乐合奏课程当中，
我们首先要做出改变的就是当前的实践过程。 

（二）现如今的音乐高校比较注重个人方面 
根据一定的调查以及相关的民生新闻中我们可以得知，现如

今的音乐高校其实比较侧重的是学生的个人能力方面的成长，其
中包括个人技艺以及舞台表演能力等等，从而将高校民族器乐合
奏忽略了，甚至对于一些音乐高校来说，其对于高校民族器乐合
奏课程的重视程度根本就是不够的，所以，目前的中国音乐高校
的高校民族器乐合奏课程质量和效果都是比较低的。 

（三）师资力量薄弱 
师资力量薄弱这一点可以说是整个国内的音乐高校的一种

通病了，在前文我们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提及，那就是现如今的音
乐高校比较重视学生的个人能力的成长，这种教育模式往往并不
会产出很多的民族器乐合奏方面的人才，因此对于国内的音乐类
高校来说，高校民族器乐合奏人才师资力量整体呈现出来的是一
种比较薄弱的状态[2]。 

二、高校民族器乐合奏课程教学水准提升的有效策略 
（一）立体记忆能力的培养 
究其根本，无论是哪种音乐类型，其实都是以声音为载体而

存在的。所以，对于高校民族器乐合奏这一门课程的教学来说，
任课教师进行教学首要的一点就是对学生的立体记忆能力进行
培养，因为高校民族器乐合奏的声音不同于普通的声音，其具有
多种型态的同时，其中的旋律、节奏都是不一样的，而如果想要

将其记住就需要学生拥有良好的立体记忆能力。为了实现这一
点，任课教师要让课堂上的学生学会倾听高校民族器乐合奏课程
中的各种因素，并在课堂中进行提问释问，解决学生在学习当中
的疑惑点，这样学生的立体记忆能力就得到了培养[3]。 

（二）声部之间的平衡和衔接 
对当代的音乐高校的学生进行了解之后我们就能发现一点，

其中民乐专业的学生往往比较熟悉课程当中单一的旋律外加伴
奏的形式，而且很多学生对于这种形式的民乐可以说是信手拈
来，但一旦加上了一件副旋律，学生无论是在学习方面还是之后
的理解方面都会呈现出一种非常困难的状态。为了将这种状态进
行一定的改观，任课教师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让学生学会声部之
间的平衡和衔接。因此，任课教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要让学生
对民乐队中的各种乐器进行一定的区分，在教学之初，教师可以
采用分离感比较强烈的乐器进行教学，也就是采用一种循序渐进
的方式，这样的方式往往会是的学生更加容易接受，教学的效果
往往也是比较良好的。 

结论：综上所述，就是目前阶段当中的高校民族器乐合奏课
程的教学分析了，与西方的音乐教学相比的话，我国目前的高校
民族器乐合奏课程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的，但是我们可以利用民
族乐器中的特点进行教学，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教师要注意学生
的立体记忆能力的培养，还要锻炼学生分辨声部之间的平衡和衔
接，这样就能使得教学效果得到比较大的提升了。希望在日后，
我国的高校民族器乐合奏课程能够得到更好的未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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