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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族音乐文化在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发展
倪　蕾

江苏省溧阳市永平小学　江苏　溧阳　213300

摘　要：民族音乐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在小学中开展民族音乐教学，这对于传播民族精神、弘扬名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针对

目前民族音乐在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发展现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和完善对策，希望能够通过小学音乐教学实现对民族音乐的

传承发展，激发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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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音乐教育是我国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史的发展中不仅结合了我国人民的智慧与文化精神，还

有效传承了我国历史文化。其次，我国民族音乐教育具有较

强的代表性与独特性。不同民族间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

都可以在民族音乐中体现出来。在经济快速发展、文化多元

化的今天，各种音乐文化以铺天盖地的气势滚滚而来，我国

的民族音乐文化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威胁，在小学音乐课堂

中，我们应弘扬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

兴趣。

一、通过介绍少数民族音乐特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少数民族歌曲是我国民族音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教

材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的有藏族、蒙古族、朝鲜族、维吾尔族、

彝族等，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各个少数民族的音乐的特点和

丰富的音乐文化，从而使孩子们更加热爱我国的民族音樂，

如：蒙古族民歌曲调高亢，节奏自由宽广悠扬，声音要求粗

犷。藏族民歌活跃热烈、朴实优美，声音要求自然流畅等特

点。又如朝鲜族歌曲旋律优美、自然流畅，富有很强的感染

力与表现力，一人放歌，众人随合，不是“善歌者有人继其

声”，而是“心中的歌，最能起共鸣”，其中我们非常了解的

歌曲《桔梗谣》、《阿里朗》等，在学习时也可以要求学生通

过反复聆听自己体会和总结歌曲特点，慢慢的增加对少数民

族音乐的了解。

二、歌唱教学与音乐律动相结合，加深学生学习兴趣

少数民族都有歌善舞的特点，他们的音乐律动感和舞蹈

性都很强，而且各有特点，因此我在上课时除了让学生学唱

之外，也让学生们学一学他们的舞蹈动作，我感觉这样对深

入了解少数民族音乐特点会有很好的作用，例如在学习《瑶

族舞曲》的时候，我会准备瑶族的一些小乐器带领学生感受

瑶族的音乐特点，一些瑶族的服饰教学生一些简单的瑶族舞

蹈动作，跟着《瑶族舞曲》一起律动；《非洲鼓魂》的时候，

带领学生通过击鼓、击掌、跺脚等丰富的节奏表现人民的喜

怒哀乐。学生非常兴奋，课堂气氛立刻活跃起来，在律动中

体会了乐曲的意境和情感，并在参与的过程中，愉悦身心边

唱边舞，在这样特定的音乐情景中加深了对音乐的感受。

三、注重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拓展音乐教育
的方式

学校应积极开展民族乐器和民族歌曲的兴趣小组课，每

周定期开展培训和展示活动，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民间艺术的

情感，让学生的课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四年级的音乐欣赏

课中有古筝独奏《战台风》，师可以带古筝去教室进行现场的

讲析教学，引导学生了解古筝的表现色彩以及演奏技法。除

了课堂教学以外，民族音乐也可与其他文化相结合，如在学

校的汇报演出中古筝与软笔书法相结合，感受民族音乐与民

族文化的相互交融，让更多的学生了解民族乐器魅力。

四、开展主题活动，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

学校可以开展有关民族文化的主题活动，邀请家长和社

会人士观看学生的表演。例如开展举办有关戏曲的小戏迷的

活动，中国戏曲起源于原始歌舞，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综合舞

台艺术样式。它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

及表演艺术综合而成，约有三百六十多个种类。它的特点是

将众多艺术形式以一种标准聚合在一起，在共同具有的性质

中体现其各自的个性。小学音乐课程中就有《梨园英秀》《谁

说女子不如男》等戏曲歌曲；又如举办民族乐器展演的相关

活动，现在的小学生多才多艺，很多小学生会演奏古筝、琵

琶、竹笛等民族乐器，可以让学生们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学

习，还可以组建民乐队，安排老师进行上课和排练，参加演

出和比赛，使得学生的认识不仅仅局限在书本上，促动他们

对于民族乐器文化的学习，他们会为是乐队的一名而感到自

豪。除此之外，音乐教育的工作者们要多去中国民间进行采

风，发掘整理当地民间艺术瑰宝，将这些文化艺术带到课堂

中，让这些饱含泥土芬芳的传统艺术得以记载和传承。

五、结语

在今后的小学音乐教育中，为了发展民族音乐文化，应

了解民族音乐教育的特征与内涵，掌握民族音乐教育发展的

现状，开拓创新，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体系，加大民族

音乐教育的师资队伍，提高教师的创新意识，并根据发展的

实际情况，制定独具民族特色的音乐教材，实现民族音乐教

育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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