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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高中音乐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的探究 
◆刘艳苹 

（雷州市第二中学  广东雷州  524200） 

 
摘要：在高中音乐教学中，如何将传统文化很好地融入课堂，是一项艰

巨而又必要的任务，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符合音乐教学

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形势。随着新课程的深入推进，传统文化在逐渐地

融入高中音乐教育课堂，但课堂教育中依旧存在缺点和不足之处，需要

我们音乐教师积极探索，不断修正和改进，从而全面提升高中音乐课教

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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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深入发展，一股国学热席卷整
个文化领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道德伦理价值为取向的思
想，再次受到热切关注。音乐教学不同于其他教学，有其自身的
特殊性。在教学中，进行乐理、视唱、练耳时，在传授知识，培
养技能的同时，要加强对审美能力的培养。音乐作为一种艺术种
类，无论是歌曲还是器乐曲，都是通过音乐的语言而流露和反映
出来。音乐与其他同类艺术相比，有许多特殊性，主要表现在音
乐是听觉艺术，音乐不仅用听觉，有时它还通过全身的感觉来感
受音乐。本文则从传统文化如何融入到高中音乐教学中去进行探
讨： 

一、循序欣赏民族音乐，了解传统文化之博大  
1.感受悠长历史中多姿多彩的节令时俗。高中音乐教材中有

大量体现传统民俗活动的歌曲。例如歌曲《赛船》，短短几句话，
形象地描绘出龙舟竞渡的端午民俗活动，是进行传统文化渗透的
好材料。龙舟竞渡是一项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的民俗活动，
可追溯到战国时期。通过向学生们讲述楚国大夫屈原的故事，让
同学们在不知不觉中被楚文化的魅力所感染。再如《爷爷为我打
月饼》，让孩子们知道了中秋节的日期和节令食品，不妨再拓展
些知识，为学生讲一讲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让孩子们对中秋节
的传统文化含义有进一步的理解。《新年好》《过新年》都是安排
在秋学期教材的 后一课，让同学们能在寒假前夕提前感受一下
春节的气息，并能在接下来的春节假期中深刻地体会到中国 盛
大的传统节日的幸福甜蜜。这些应景的节日歌曲为孩子们了解中
国的传统民俗风情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教师们应该利用好这些
素材，并加以适当地扩展，让孩子们在音乐课堂中体会到中国传
统的悠久灿烂。  

2.领略辽阔大地上面貌各异的民族风情。高中音乐教材中有
大量体现各地民族风情的歌曲。例如歌曲《槐花几时开》，描述
了四川宜宾地区农民生活和思想感情、语言纯朴、生动，有浓郁
的乡土特色，听起来格外亲切、甜美。另外，《拔根芦柴花》是
流行在江苏北部的“秧田歌”，它由高音区起腔，声调高亢，起
伏大，具有山野风格；《上去高山望平川》引导学生感受、体验
西北民歌的不同风格，感受民歌“原生性”的质朴美，进而认识
民歌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世界优秀音乐文化中
的绚丽瑰宝；《猜花》展示了北方人们表达情感，……中国是个
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服饰、习俗，通过高
中音乐课中大量少数民族特色歌曲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在高中阶
段了解到各个民族不同的旋律调式、节奏特点、舞蹈特色，同时
也让学生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有了初步的了解，对中国文化的
丰富广博有了深刻的体会。  

3.熟知丝竹管弦中丰富多变的民族器乐。高中音乐教材中还
有大量涉及民族乐器的歌曲。《原始狩猎图》《梅花三弄》《江河
水》《夜深沉》中介绍了民族乐器“骨笛”“编钟”“管子”“京胡”
等，《火把节之夜》中有中阮独奏之声，《狮子戏球》中具有潮州
弦诗乐的身影。教师可以借此引入其他民族乐器的知识，让学生
对民族乐器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对中国传统民族器乐有初步的了
解。中国传统乐器是中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粹体现。了解传统乐器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接受传统文
化熏陶的过程，也是传承中国古典文化的过程。  

二、合理开展音乐活动，体会传统文化之精深  

大量的音乐欣赏固然可以让学生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尽可
能多地接触音乐作品、了解作品中的传统文化之博大，但从高中
生的认知心理角度考虑，适当合理地开展音乐活动，让学生亲自
融入到传统文化氛围中去，能使学生更深刻地体会到传统文化之
鲜活与精深。  

如歌曲《看龙船》表现了端午节热烈紧张的赛龙舟场面和兴
奋激动的心情。在学唱时，应更深入的讲解中国传统节日民俗端
午节的来历，为何在端午这一天中国人有吃粽子，同时南方要赛
龙舟的习俗活动，南北习俗文化为何存在差异，等等，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美育手段之一的音乐教育，它对
于陶冶情操、品行修养，树立正确的审美观起到独特的作用，教
师不仅抓旋律、节奏、音色、拍子、曲式、和声等音乐要素塑造
美的形象，更应该让学生在理解美、表现美、鉴赏美中深刻领会
作品中传统文化的精髓，激发他们民族的自豪感。   

再如《丑末寅初》，通过聆听与赏析，加深对京韵大鼓风格
的体验；同时了解相关历史、艺术家等曲艺文化，感受和体验唱
段中所表现出的情绪，并对我国说唱音乐产生兴趣。（播放相声
《旧曲新歌》片段，）请同学们观看一段录像，想一想这是哪种
艺术形式？这一单元，我们来深入的了解我国的说唱音乐，认真
聆听一段录音，请同学们来告诉老师这是什么曲种？（播放京韵
大鼓《丑末寅初》的片段），并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唱一唱《丑
末寅初》的一个小片段。 

三、创编教材，传承古典文化之精髓 
基于以上对音乐教材中民族音乐的分析，音乐课堂在沿用国

家统一的课程教材之外，可以立足于传统文化这块基石，尝试创
编一套校本教材，充分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带领学生走进传统，
传承古典。我们可以将现行音乐教材中与民族传统有关的音乐作
品摘取出来，如前文所述，按照节令、民族、器乐三个部分依次
编排。根据音乐节奏旋律的难度，选择适当的年龄段进行教学。
其次，选取合适的补充曲目。对于国家教材中未选入的曲目，进
行适量的增选。比如关于节令民俗的《冰糖葫芦》《卖汤圆》《扫
墓歌》《五月五是端午》《月儿圆圆》《中秋拜月歌》《八月桂花遍
地开》《爷爷年纪大》等等，关于少数民族风貌的《傣家娃娃数
星星》《水家斗牛乐》《侗家读书郎》《祝福祖国阿妈拉》《可爱的
一朵玫瑰花》《乌兰巴托的爸爸》等等。 

而对于民族器乐的认知则以音乐鉴赏与特长交流为主。当前
重视幼儿器樂演奏培养的家庭很多，有不少学生都利用课外时间
学习器乐演奏，其中不乏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精髓的儿童民族
器乐演奏曲目，葫芦丝小曲《牧童谣》《月光下的凤尾竹》，竹笛
曲《茉莉花》《小河淌水》，古筝曲《渔舟唱晚》《秦桑曲》，琵琶
曲《江南三月》《阳春古曲》，二胡曲《葡萄熟了》《赛马》等等，
古典的民族器乐用丝竹八音传递着古典的文化底蕴，给了我们生
发传统文化的天然土壤。 

结束语： 
总之，华夏民族流传千古的节令时俗、中国大地丰富多样的

民族音乐、时空万变清音永存的民族器乐，三者构成了渗透传统
文化的音乐课程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尝试创编以华夏传统文化
为重心的校本教材，结合生动活泼的音乐游戏，在教学中交互切
入，互相渗透，可以逐渐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学生沉浸在古典
文明的氛围中，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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