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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意义及其展望 
◆左  君 

（集宁二中  内蒙古乌兰察布  012000） 

 
摘要：本文主要从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意义分析角度出发，
有效增强民族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论述了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
乐教育在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优秀音乐文化中的作用，叙述了中华文化
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展望，并从不同角度进行详细阐述，从而为中
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意义及其展望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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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母语教育的实施能够进一步促进人的精神培养，从而促进生

命个体发展与进步，从而促进民族文化的宣传，高度重视中华文
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充分发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音乐文
化的作用，从而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有效发挥中华文化为“母语”
的音乐教育的意义和作用，从而为中华文化为“母语”音乐教育
的发展提供保障。 

1 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意义分析 
1.1 有效增强民族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 
音乐教育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展现教育的本质特征，从而以

人为本，基于人的发展规律，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尤
其是德育方面的教育，要充分发挥音乐教育优势，从而帮助学生
积极树立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利用优秀的优秀音乐和民族文
化，基于“母语”的音乐教育，充分发挥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
基于中华文化中的音乐历史，展现其精神支柱作用。同时，为满
足当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发展需求，学校在在开展
音乐教育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传统优秀音乐教学力度，积极引入含
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音乐作品，从而利用优秀的文化作品和文
化成为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动力，让学生能够在学习音乐
的过程中了解和感受中国优秀文化，从而将学习音乐文化的重视
上升到学习“母语”的水平，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优秀文化的了解
程度，从而以学生为依托，有效增强民族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 

1.2 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优秀音乐文化 
从关系角度分析，文化和教育之间存在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

的关联性，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作为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产物之一，传统音乐文化同样会成为最
新生活和生产的重要元素之一，但是基于传统音乐文化自身的主
要特征，比如音乐风俗习惯、音乐形态、审美情趣以及价值观念
等，难以利用生物遗传形式来进行传递和保存，对此，需要通过
音乐教育方式来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实施有效的传递，对此首先
要积极搜集和整理相关的数据资料，制定适合传播中华文化和中
国优秀音乐文化的教材和内容，其次是要积极利用相关的学术讨
论和研究成果来整理相关的音乐知识，积极促进中国音乐教育体
系完善，为中国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保障。 

1.3 有效顺应和满足音乐教育发展需求 
在新时期环境下，不同国家和民族音乐特色逐渐受到全世界

的关注，并能够充分展现出当地区域的音乐特色，从而展现出其
自身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对此，世界上很多优秀的作
曲家都积极搜集除本国以外的音乐素材和文化素材，而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素材及音乐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同时衍
生出不同的学科，比如民族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等，进一步促进
不同国家和民族音乐的发展。同时，音乐教育发展为满足当下需
求，积极加强民族传统音乐教育的重视力度，并积极基于本国民
族文化和音乐教育为基础，从而积极加强音乐教育体系的完善力
度，基于民族音乐文化来积极促进现代音乐、古典音乐以及民族
音乐的发展，并高度重视民族音乐的发展，基于中华文化为“母
语”的音乐教育满足音乐教育发展需求。 

2 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展望探究 
2.1 积极加强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生态环境优化

力度 
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发展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

优化，从而搭建多元化的环境系统，其中包括多种民族音乐环境，
比如家庭的民族音乐环境、聚落的民族音乐环境、社区的民族音
乐环境、城市的民族地域音乐环境、地域的民族地域音乐环境，

例如学生所居住和生活的环境充斥着外国的音乐，关于中国优秀
传统音乐比较少，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很难受到良好的文化熏
陶，如果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能够经常接触到中国传统音乐，能
够有效发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意义，尤其是我国
的民族音乐，承载着传统音乐文化的优秀元素，从而为中国音乐
教育实施提供保障。对此，在实施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
育过程中，要积极创造有效的音乐环境，加大宣传力度，同时，
在实施教学过程中要积极结合不同的教学方式，充分发挥小课
堂、中课堂以及大课堂的作用，积极让学生到社会中感受民族音
乐大环境，通过参加一些民间音乐活动来促进学生音乐水平的提
升。 

2.2 积极加强中国音乐教育改革力度，促进中国音乐教育体
系的完善 

在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实施过程中，要基于原有
的音乐理论基础实施有效的改革，从而促进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
完善，对此，学校要积极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从师资力量、教学
方法、教材资料、教学内容、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学计划等
方面积极引入中国优秀音乐文化和传统文化，从而有效搭建完善
的教学理论体系，同时，要将中国传统的音乐内容以不同形式引
入到教学当中，积极设置相应的课程，比如中国曲式学、中国作
曲法、中国乐理、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从而在开展音乐理论教学
和音乐语言教学过程中，能够让学生进一步熟悉中国文化和了解
中国音乐文化，像学习“母语”一样接收中国音乐教育，从而为
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完善提供保障，而学生能够基于“母语”基
础上学习和利用中国优秀音乐文化，促进自身的进步和发展。 

2.3 加强音乐基础技巧和音乐基础知识的教学力度，促进学
生个体素质结构的完善 

要想促进音乐教育民族化发展，高度重视学生个体专业素质
结构的完善，在音乐教育过程中积极提升音乐技巧、音乐技能、
音乐知识的占比，例如，在学生个体知识结构完善过程中，要积
极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作用，并将中国优秀传统音乐知识引
入其中，针对学生个体能力结构的完善，要积极加强中国乐器教
学能力和弹奏能力的教学和训练，从而促进学生审美能力和鉴赏
能力的提升。为进一步促进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要积极加强教
师综合素质的提升，从而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为基
础，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受教育条件，加强学生基础知识和能力的
提升，从而为中华文化为“母语”的学校音乐教育事业发展提供
有效保障。 

3.结束语 
综上所述，音乐教育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展现教育的本质特

征，利用优秀的优秀音乐和民族文化，基于“母语”的音乐教育，
充分发挥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满足当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
音乐教育发展需求，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优化，从而搭建多元化
的环境系统，加大宣传力度，积极结合不同的教学方式，积极让
学生到社会中感受民族音乐大环境，基于原有的音乐理论基础实
施有效的改革，从而促进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完善，让学生进一
步熟悉中国文化和了解中国音乐文化，高度重视学生个体专业素
质结构的完善，积极加强中国乐器教学能力和弹奏能力的教学和
训练，从而促进学生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的提升。从而以中华文
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为基础，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受教育条件，
基于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满足音乐教育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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