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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地方音乐文化资源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开发运用 
◆于  蕊 

（鄂温克族自治旗大雁镇第二小学  内蒙古呼伦贝尔  021122） 

 
摘要：在各种新鲜事物出现的当今时代，地方文化被人慢慢的忽视了。

但从古至今，往往都是地方文化孕育出了一代代伟人，一个个精华。因

此，我们不排斥新鲜事物也不能忘却地方文化。地方文化资源在学校的
教育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是学校的艺术类教育。将地方文化资

源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程，对于地方文化的传承也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将探讨一下地方音乐文化资源在小学
音乐教学中的开发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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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地方文化资源，不同的地区也
当然有着自己的音乐文化资源，这种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是学校
教育的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学校可以利用这些地方音乐文化来培
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脚下这片土地的感情，更能让学生在千篇
一律的环境中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那么如何将地方音乐文化和
小学学校音乐教学融合起来也是作为一名小学音乐教师所必须
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内蒙呼伦贝尔鄂温克旗当地音乐文化介绍 
鄂温克族自治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是个森林茂密，

河流纵横，物资丰富的美丽的地方。鄂温克族著名歌唱家乌日娜
主编的《鄂温克歌曲全集》《鄂温克音乐文化》充分的展示了当
地的丰富音乐文化。 

《鄂温克歌曲全集》共收入 671 首歌曲，编者用已有的出版
资料补充收集了 252 首民歌及创作歌曲，将生活在中国境内不同
地区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鄂温克民歌和创作歌曲进行综合
汇编，呈现给读者一个完整而丰富的民族音乐信息库。《鄂温克
音乐文化》是乌日娜从俄罗斯语翻译而来的书籍，该书对西伯利
亚和远东鄂温克人的音乐创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描述和分析[1]。 

二、地方音乐文化资源在教学中开发运用措施 
将地方音乐文化资源融入到小学音乐的教学中是非常有必

要的，但是在种种新鲜文化出现的现在，小学生们对于当地的文
化也不免有了很大一部分的排斥。因此我们将从搜集和整理，实
践和利用，拓宽和思考三个方面，将当地的音乐文化运用到小学
音乐的教学当中。 

1、搜集和整理 
要充分的开发和运用地方的音乐文化就要先了解自己当地

文化，因此，在开发运用地方音乐文化之前，就要求学校要有充
足的地方音乐文化的资源。在上文中提出，内蒙呼伦贝尔鄂温克
旗有着丰富的音乐文化，这种独特的音乐文化都是取之不尽的音
乐教学素材，是非常值得珍惜的资源，值得我们很好的传承和利
用。 

搜集和整理地方音乐文化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这样不
仅能提高学生对地方音乐文化的兴趣，还能够提高师生之间共同
合作的默契。在搜集之初，需要师生一起在互联网、报纸等各种
媒体上搜集相关知识以及有关地方文化资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在有了足够资源的基础上，学校可以组织相关的采风活动，
拜访当地有经验的老艺人，向他们请教有关的地方音乐文化。通
过师生共同的体验感受，使学生更能深入的接触地方文化，受到
地方文化的熏陶，为后期的音乐教学打下基础。 

2、实践和利用 
将整理好的地方音乐文化运用到音乐教学中，这主要就依靠

学校音乐教师的力量了。在运用当地文化资源作为教学资源时，
我们主要应该以新课程的理念为导向。围绕着一部分优秀的地方
文化，以更广范围的渐渐渗透进我们的新课程，丰富小学音乐的
课程内容，积极的探索两者能融合之处。例如我们可以在以下几
个方面将教学与地方文化相融合[2]。 

①将教材内容转换成地方文化 
例如，在将要学习欣赏课程时，在教师带领学生欣赏完其他

民族的歌曲之后，欣赏一首当地的音乐歌曲，并带领学生进行哼

唱，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理解地方音乐更要掌握部分地方文化。 
②将地方文化添加到教材当中 
教师根据所学习的主题，结合相关艺术，将当地文化插入所

学教材中。 
例如，在学习不同文化的不同舞曲中，加入当地文化的舞曲，

让学生跟随着音乐尝试着跳一跳当地的舞蹈，使学生在这种学习
中感受到当地文化的美好，更让学生在自己实践的过程中热爱自
己的地方音乐文化。 

③利用教材知识生成当地文化知识 
教师根据教材的主题，让学生在课前展开搜集，并在课上进

行交流，通过这种研究，体现出课程的生成性。 
例如，在学习季节性的歌曲时，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我们当地

的这个季节是什么样子的呢，又在这个季节中大家都喜欢唱什么
样的歌曲呢。这样就可以延伸出不同季节不同的文化，在不经意
间使学生慢慢和自己周围的文化相融合，丰富了教学也更锻炼了
学生的发现能力。 

3、拓宽和思考 
当然，多少年传承下来的地方文化并不是能让小学生一下就

能接受的。教师在将地方文化融合到自己的教学中的同时，也应
该思考如何将这种地方文化能更轻易的让学生吸收。因此，教师
应首先拓宽自己的思维，在以学生能够接受的基础上思考如何让
这种文化更轻易的让学生理解以及喜爱。其次，在完成一节课程
之后，教师必须要思考自己是否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以此为后期
的教学打好坚实的基础。 

结束语：综上所述，地方音乐文化对于小学音乐教学是非常
重要的。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课程类型，更是对于优秀文化的传
承。因此，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带领学生积极搜集和整理地方
的优秀文化，并充分利用这些优秀文化将其融合到自身的教育教
学课程中，在此基础上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并充分创新课程，使得
学生在接受地方音乐文化的同时能提高自己的兴趣，为传承地方
优秀文化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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