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教育·校园文化　5　2022 157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浅谈小学音乐教学中如何传承地方传统文化
韦建涛

广西省河池市宜州区第一小学　广西　河池　546300

摘　要：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也有学科间的共性之处。地方传统文化博大精神，单一学科难以完全传承地方传统

文化。小学音乐的教学内容比较宽泛，可以以音乐为媒介展开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活动。小学音乐同样承载着立德树人、传

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通过其特有的方式，将国家的教育方针与思想落地生根，影响并渗透给每位中华少年。如何在

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运用多种策略与方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我们共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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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千百年来历经沉淀，不仅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也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值得我
们发扬传承，树立文化自信。而小学阶段正是接受优秀传统
文化熏陶的关键期，在音乐课中适当渗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不但可以对学生进行良好的艺术熏陶，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
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三观，更好地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随着我国
综合国力的不断发展，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也在日
益增强，伴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现在小学阶段的
学生会在未来肩负起文化输出的重任，因此学校要在各个方
面和各个学科教学活动中加强对学生传统文化的培养，使学
生能肩负起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任务。

一、在小学音乐教学中融入地方传统文化的意义
地方传统文化是古代劳动人民留下的智慧结晶和艺术瑰

宝，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传统文化中蕴含了中华
民族传统精神课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是中华文明的知识宝
库。近年来由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与外来文化的不断融
合，导致对民族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忽视，对传承和发展民
族传统文化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伴随国力提升和学生民族
自豪感和文化自信的提升，学校要在教学活动中向学生普及
地方传统文化，肩负起传承地方传统文化的历史任务。音乐
和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载体，有一定的共同性，
因此在小学音乐教学中融入地方传统文化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小学教育阶段，音乐以宽泛的教学内容和活跃的教学氛围
深受学生喜爱，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融入地方传统文化可以切
实满足学生的文化需要并可以让学生在快乐学习的同时提升
文化素养。音乐以文化载体的形式记录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
对于传递地方传统文化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音乐教学活动
中融入地方传统文化知识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联想
并建立知识体系，对提高传统文化教学效果有积极作用。在
音乐教学活动中容易地方传统文化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由于五千年的积累和沉淀，使很多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厚重感，
以小学阶段学生的认知能力难以理解并接受，但将传统文化
融入到音乐活动中可以使学生轻松并直观的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魅力并激发学习兴趣。小学阶段学生认知能力有限且集中
注意力时间有限，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学等多种方式时刻
激发学生兴趣并通过音乐活动的轻松氛围传递地方传统文化
相关知识。例如教师可以通过流行歌曲《本草纲目》中的歌
词向学生普及传统文化和传统医药知识，流行歌曲节奏明快
简单，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并促进学生集中注意力。在音
乐教学活动中融入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传统文化的传承效果。
小学音乐教学内容广泛，歌曲和诗歌都蕴含了不同的精神和

文化内容，教师可以在教学活动中让学生在音乐节奏的气氛
烘托下深入体会作者创作时的背景、内涵和心情从而达到情
感上的共鸣并对地方传统文化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二、小学音乐教学中如何传承地方传统文化
（一）开展多彩活动，借助音乐与传统文化融合激活兴趣
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可以吸引学生的目光，激发学生的

音乐学习兴趣。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音乐活动
有效地融合我国传统文化，达到文化融合的特点。在小学音
乐教学中，教师可以设计以下音乐活动：一是开展有关传统
文化的音乐节，让学生沉浸在这种浓厚的氛围中，对他们形
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教师开展基于传统文化的音乐歌唱
比赛，从准备阶段到参加比赛，这个过程中让学生沐浴在传
统文化灿烂的光芒中，进而净化他们的心灵，提升学生对我
国传统文化新的感悟和认识。例如，教师为了更好地在音乐
教学中融合我国传统文化，可以举办以“我爱我的祖国”为
主题的音乐节，学生在准备的时候，会搜集各种有关爱国的
资料，首先，从音乐节的现场布置来说，有各种象征祖国的
图画，有天安门、有故宫、还有黄河、长江等，以及其他一
些壮丽的风景；在准备音乐节歌曲的时候，找到许多关于歌
咏祖国的歌曲，其中很多是流传下来的民谣民歌，再次让学
生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音乐比赛的时候，通过激
烈的比赛、高亢的情绪，唱出学生自己心中的祖国，强大而
富饶，唱出他们心中中华儿女的形象，勤劳而坚韧。总之，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提升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更
好地渗透我国传统文化。

（二）创新教学模式，借助歌声融合传统文化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新颖的教学方式可以提高音乐教学

效率。在当前教学中，教师的教学理念一般是让学生学会一
些歌曲，至于对隐藏在歌曲背后的故事以及知识，教师的关
注度并不高。音乐不仅包含歌曲，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知识
和感情，通过各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因
此，小学音乐教学中，教师要创新教学模式，通过歌声融合
传统文化。首先，要营造一定的情境模式，通过歌声营造一
种身临其境的情境，让学生在特定的环境中，感受歌声背后
蕴藏的感情和精髓，更好地将音乐和传统文化有效结合起来
理解；其次，鼓励学生开口唱，在吟唱过程中亲身感受我国
传统文化的博大、包容等，对学生的冲击很大；最后，通过
播放各种不同的歌曲，让学生的心情像过山车一样，一会飞
翔，一会沉入谷底，不仅能提高音乐鉴赏能力，同时对音乐
中的那些文字，那些隐藏的意境之美有了更深的认识，发现
我国传统文化充满了魔力。例如，在学习《忆江南》时，首
先，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示歌曲中出现的一些江南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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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通过播放歌曲，学生仿佛身临其境，感受江南的好风光，
被深深地吸引和陶醉；接着，教师带领学生唱歌，让学生一
边唱一边在脑海中构思江南的美景，学生闭上眼睛，眼前出
现了江南的风景，日出、江水等，都展示在自己眼前。在这
个过程中，学生一边被江南的风景吸引，一边又深深崇拜我
国传统文化，可以将江南的风景描绘得如此优美。总之，在
小学音乐教学中，教师通过优美的古诗词，让音乐更加美妙
和迷人，同时也要有效地将音乐和传统文化融合起来，促进
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的音乐的发展。可以说，在小学
音乐教学中，教师通过创新教学模式，以歌声为背景，让学
生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崇拜，提升了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

（三）通过多元化的音乐活动传承地方传统文化
教师可以通过多元化的音乐活动渗透地方传统文化知

识，通过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参与度，从而加深
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针对小学阶段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
力，教师可以将中国传统节日和歌谣融入到教学活动中，通
过歌谣的内容感受民俗文化和民族精神。例如在春节时教师
可以让学生学习传统地方民谣“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
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只
鸡；二十八，蒸枣花；二十九，去打酒；年三十儿，捏造鼻
儿（饺子）；大年初一，撅着屁股乱作揖儿。”通过民谣学生
可以直观感受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过年的热闹景象并对中国
传统节日和习俗有更深入的了解。教师可以通过不同的音乐
活动进行不同层面不同内容的传统文化教学活动，对小学阶
段学生来说有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学习效果的良好作用。

（四）科学设计活动，借助乐器融合传统文化
乐器是音乐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借助乐器，可以

更好地感受音乐的魅力。但是在当前的教学中，提起乐器，
很多学生就会想到钢琴、小提琴等，对我国传统的乐器像二
胡、箫等越来越忽视，这种状况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遗
忘。因此，在当前的教学中，教师要将一些传统乐器引入教
学中，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音乐知识，另
一方面通过传统的乐器，可以让学生再一次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魅力，不仅是文字美、语言美，传统乐器也是非常美妙的。
对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是介
绍传统乐器，在音乐教学中，教师有意识地穿插一些我国古
代的乐器，让学生有一些印象；二是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
钢琴、小提琴等和传统的乐器对比演奏，发现各有千秋，都
有其精髓的地方；三是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条件许可，让学
生亲自尝试演奏一下，进而提升他们对传统乐器的认识。例
如，在学习《告别时刻》这一单元时，教师可以引进著名的
离别歌曲《送别》，教师采用二胡演奏，营造一幅离别时凄凉
的画面，以及即将毕业时他们的依依不舍的情感。教师在演
奏过程中，通过钢琴和二胡两种乐器，发现各有各的特色，
都将离别的情绪渲染得很重，学生发现二胡虽是一个小小的
乐器，却可以发挥无限的力量，让音乐更加充满感情的色彩，
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敬佩又多了一分。可以说，在小学
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效借助我国传统乐器强化音乐教学，
有效融合传统文化和音乐。

（五）利用歌曲教学，传承古诗词文化
古诗词在古代是用来吟诵，甚至是可以歌唱的。然而对

今天的学生来说，古诗词背诵起来可能较为枯燥乏味，缺少
学习的主动性与趣味性。音乐教学是综合性学科，需要融合
多种元素为音乐教学服务，我们可以把古代诗词融入到现代

小学音乐教学中来，尤其是和语文学科的学习相融合，这样
可大大提高学习兴趣与效率，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提升学
生的综合素养。笔者在开展《渔歌子》教学时，可以将语文
教材中的《渔歌子》古诗词，以不同于语文课堂学习的方式，
融入音乐课堂，并对其进行音乐创编。先将诗词进行音乐谱
曲和节奏编排，再播放古今吟唱的音频或视频，激发学生的
兴趣，使其认识到诗词在古代原来是这样吟诵的；同时还可
以插入小链接，介绍古诗词的吟诵方式及其他诗词吟诵作品；
接着引导学生学唱。在这个欣赏与学习歌唱表演的过程中，
学生对传统古诗词文化的形式与内涵有了新的理解与认识，
增强了其对古诗词文化的理解。在欣赏《游子吟》这首作品
时，先引导学生了解作品的歌词及写作背景，使其感受母爱
的伟大。学习歌曲前，可以先引导学生朗诵或吟诵诗词，理
解诗词本身的内涵；接着分享自己与母亲相处的点滴感人故
事，感受诗词作品背后的思想价值；再带领学生学习欣赏诗
词歌曲，在潜移默化中学生树立了正确的道德观，促使课堂
效果充实而有效。

（六）开展鉴赏课程，通过音乐鉴赏无痕渗透传统文化
开展音乐鉴赏课程，可以提升学生的音乐鉴赏品味。更

可以促进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深层次的理解，激发他们的民
族自豪感。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很少开展音乐鉴赏课，也
很少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穿插有关鉴赏类的教学活动，因此，
导致学生对音乐的评价和感悟程度不够深，有待提高。因而
在今后的小学音乐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开展音乐鉴赏课提
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从不同角度领略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进而增加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对此，提出以下两方面的建议：
一是教师在开展音乐鉴赏课时，要多地引导学生，先让学生
去尝试欣赏，教师再加以指导；二是在音乐鉴赏课程中，教
师要启发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和观察，促进思维的提升。例
如，在鉴赏《花木兰》的时候，教师可以先鼓励学生去欣赏。
部分学生觉得花木兰代父从军，是巾帼英雄；有的学生也说
巾帼不让须眉，而有的学生则是看出了木兰的孝心……在欣
赏结束后，开始引导学生从语言文字、音调、背景、以及影
响等不同的方面欣赏，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得出了不同
的想法，进一步提升了他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鉴赏能力。

三、结束语
在人类语言产生之前已经有了音乐的雏形，音乐是和地

方传统文化一样具有悠久历史的精神载体。通过小学音乐教
学，学生可以清楚并直观的感受到在历史长河中人类的发展
进程并对地方传统文化有更深入和准确的理解。教师要在教
学过程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和传承观念，在日常教学活动
中向学生传递传承地方传统文化的观念，使学生肩负起传承
地方传统文化并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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