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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在中职音乐教学中深化民族音乐教学 
◆陈  咏 

（深圳市龙岗职业技术学校） 

 
摘要：音乐教学是中职教育的重要内容，可以提高中职学生的审美能力，

培养学生的情操，而通过民族音乐，还可以了解各民族的文化和历史，

对学生音乐素养的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深化民族音乐教学是非

常重要和必要的。但目前来看，中职音乐尤其是民族音乐教学存在一些

问题，本文对民族音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如何在中职音

乐教学中深化民族音乐教学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希望对中职音乐教

学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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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作为中职音乐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陶冶学生
情操、提高学生音乐素养、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但民族音
乐教学一直是音乐教学的难点，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并不高，
再加上老师在教学中教学模式僵化，教学方法落后，教学效果很
不明显。因此要想深化民族音乐教学，老师必须不断改革和创新，
让学生了解进而热爱民族音乐，才能更好地学习民族音乐、传承
民族音乐。 

一、中职音乐教学中深化民族音乐教学的意义 
1.学习民族文化，传承民族精神 
民族音乐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其中结合了

民族的历史文化、融合了民族的思想和信仰、诉说着民族的历史
兴衰、传承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因此在音乐教学中深化民族
音乐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刻地学习民族文化，培养学生的民
族精神，使得学生更有民族归属感和自豪感。 

2.加强学生对民族音乐的认知，完善学生的审美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民族音乐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也具有丰富的内涵，但由于现在的中职生都是听着流行
音乐长大的，对民族音乐缺乏了解和兴趣，更不愿深入去了解和
学习。因此在中职音乐教学中强化民族音乐教学，有助于学生对
民族音乐的了解，进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更深的认识，完成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还能够帮助学生完善对音乐的认识，提
高学生的音乐综合素养和审美。 

二、中职音乐教学民族音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学校的教学理念存在误区 
在当前时代可以说流行音乐是主流，民族音乐只能说是小众

音乐，再加上社会潮流和各媒体、唱片公司的引领和误导，社会
上对流行音乐的关注度更高，对民族音乐的关注度却越来越低，
社会需要的人才也以流行音乐人才为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
中职学校还是更多地将学生的就业率放在首位，因此学校只看到
了流行音乐人才的需求，将音乐教育重点放在流行音乐上，忽视
了民族音乐对学生学习和成长的重要意义，对民族音乐教学不够
重视。 

2.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落后 
除了学校对民族音乐的不重视，老师在民族音乐教学中僵化

的教学模式和落后的教学方法，也是阻碍民族教学的一个重要原
因。与快餐型的流行音乐不同，民族音乐有更深的内涵和情感，
而老师在教学中还是用传统的表面解析的教学方法，只是按照教
材对民族音乐进行简单的乐理知识的讲解，没有对民族音乐的形
式和内涵进行更深的挖掘，使得学生对民族音乐提不起兴趣，学
习效果自然不理想。 

3.学生自身的原因 
当前中职生年龄都还小，从他们小时候开始就几乎没有接触

民族音乐，所以对民族音乐没有明显的印象和兴趣。民族音乐一
般都有丰富的内涵，以中职生当前的文化水平和生活经历难以理
解和欣赏民族音乐，相对于晦涩难懂的民族音乐，朗朗上口的流
行音乐无疑更能吸引中职生的兴趣和喜爱，再加上当前很多的中
职生都喜欢追星，而他们喜欢的偶像里面可以说都是唱流行音乐
的，这也会导致中职生爱屋及乌喜欢流行音乐，对民族音乐就更
难以接受和喜爱了，也会导致民族音乐教学效果低下。 

三、在中职音乐教学中深化民族音乐教学的策略 
1.改变教学理念 
中职学校和老师应改变音乐教学理念，认识到民族音乐的重

要性和完善学生音乐素养的重要意义，加强对民族音乐的重视程
度，积极深化民族音乐教学。同时，老师还应提高自身的音乐素
养，在民族音乐教学中挖掘更深层次的内涵，而不仅仅是停留在
音乐知识表面，引导学生发现民族音乐的魅力，感受民族音乐中
蕴含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从而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和音乐素
养，实现民族音乐教学的意义。 

2.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 
兴趣是学习 好的原动力，当人们对一件事物感兴趣是就会

积极努力地去探索、求知、融入其中，学习音乐也是如此，所以
要想深化民族音乐教学，提高音乐教学效果， 重要的是激发中
职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现在的中职生大多喜欢流行音乐，对民
族音乐不感兴趣，认为民族音乐不够劲爆、没有市场，所以经常
会有抵触民族音乐、厌烦学习民族音乐的状况，所以老师必须从
学生的兴趣和对音乐的认知水平出发，创新教学方法，激发中职
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如我们所熟知的女子十二乐坊乐队，就是
采用民族乐器演奏民族音乐，在传统民乐的演奏中融入了一些流
行的元素，极尽视听之感，给观众极大的新鲜感和震撼感，老师
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多媒体播放一些这样乐队的演奏视频，让学生
发现原来民族音乐也是如此优美、如此震撼、如此有感染力，从
而激发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发现民族音乐的魅力，能够引导
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民族音乐教学中，当学生开始喜欢民族音乐
并主动去学习时，民族音乐教学的效果就会明显得到提升。 

3.挖掘民族音乐内涵，加深学生对民族音乐的理解和感受 
民族音乐具有丰富的内涵及音乐背景，对当前中职生来说学

习和理解比较困难，所以老师应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帮助学生挖
掘民族音乐的内涵，降低学习的难度，使得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
和感受民族音乐的内涵和魅力。例如在学习《康定情歌》这一优
秀经典的民族音乐作品时，老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播放 MV，可以
通过多媒体播放康定地区的一些民族风景和民俗习惯视频，为学
生营造身临其境的音乐氛围，然后老师再想学生讲解这首作品的
创作背景、描述的场景，学生就更容易理解作品，而且正处于青
春期的中职生正处于懵懂期，更容易被纯真的爱情故事打动，引
发他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从而更容易与音乐产生共鸣。通过类
似这样的教学，学生对民族音乐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从而
迸发出对民族音乐的热爱，深化民族音乐教学的效果更显著。 

4.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除了在课堂上深化民族音乐教学，老师还应积极组织开展丰

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比如引导志同道合的学生开展民族音乐社
团，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互相之间采长补短，营造积极活跃的
民族音乐氛围；老师还可以鼓励和支持学生社团在学校甚至校外
进行音乐演出，让更多的人了解民族音乐，也为学生学习民族音
乐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动力；老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参加和观看民族
音乐文化演出，从中受到更多的感染和感悟；老师还可以鼓励学
生到具有民族音乐特色的区域观摩学习，体验当地的民族音乐特
色，认识民族音乐文化的魅力。 

结束语： 
中职音乐教学中，老师应重视民族音乐教学的意义，在当前

音乐潮流教学中突破传统的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
对民族音乐的兴趣，不断深化民族音乐教学，从而实现民族音乐
的传承和发展，实现民族音乐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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