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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践表明，在音乐课堂落实民族音乐教学内容，既能让学生陶冶情操、塑造品质，也能激发爱国热情，树立民族自豪感，全方位地

塑造音乐核心素养。因此，民族音乐教育走进高中音乐课堂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将探讨与思考开展民族音乐教育的创新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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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提倡当下音乐教育要培育学生树立多元文

化理念，积极弘扬与传播民族音乐。因此如何在高中音乐课堂践行民族

音乐教育已成为当下教育改革的重大课题之一。深化民族音乐教育，对

于践行教育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均有积极意义。 

1 高中音乐课堂实践民族音乐教育的价值意义 

1.1 民族音乐教育有利于培育审美观念 

流行音乐的盛行，导致高中生很少主动关注民族音乐，而我国流行

音乐的创作水平鱼龙混杂，高中生的辨别能力较差，如果不加筛选的接

受流行音乐，难免产生浮夸思想，对其审美观念也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如刻意模仿流行音乐，却没有挖掘更深刻的音乐内涵，追求表面的虚无

缥缈而忽视文化素养的塑造。这一现实背景下，借助音乐课堂的教学机

会引进民族音乐的内容，让学生有机会、有渠道去接触传统文化、了解

传统文化，进而逐渐感受民族的智慧，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树立良好的

审美意识与正确的审美观念，提升音乐文化素养。 

1.2 民族音乐教育有利于传递传统文化 

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沉淀了渊博的民族文化精神，而民

族音乐既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是传递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并且通过日积月累形成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将民族音乐引入音乐课

堂，成为我国继承与传播传统文化的有效路径，让更多高中生深受传统

文化的熏陶，主动肩负宣扬传统文化的重大使命，并且在民族音乐鉴赏

中学习更丰富的民族音乐知识，感知民族音乐的文化与底蕴，进而产生

浓厚的音乐兴趣，深刻挖掘民族音乐内涵，从不同层面去感知民族音乐、

理解民族音乐。 

1.3 民族音乐教育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 

每一部优秀的民族音乐都赋予了强烈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智

慧的结晶，更是千百年来历史变迁的见证。在丰富多彩的音乐课堂上融

入民族音乐作品，让学生在鉴赏、思考与探究中体验音乐内涵、感受民

族精神，进而激活高中生的爱国主义热情，树立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与自

豪感。民族音乐的表达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带给学生的音乐体验也是新

颖独特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主动关注民族音乐，潜移默化地培育音

乐核心素养，让音乐课堂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主阵地。 

2 高中音乐课堂实践民族音乐教育的创新策略 

2.1 挖掘地方特色，创新民族音乐教学内容 

为了让学生更系统、更全面地认知与了解民族音乐，我们应拓展课

堂教学的内容与容量，既要立足教材，也要开发符合高中生兴趣爱好与

审美需求的民族音乐作品，挖掘地方音乐特色，让学生感受更多“接地

气”的民族音乐作品，从中渗透民俗风情、民族文化，这样的民族音乐

教育才更有趣味性，更有实用性，而学生也能由此开阔音乐视野，拓展

音乐思维。例如，朝鲜民歌《阿里郎》、湖北民歌《龙船调》、新疆民歌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民歌让学生形成了浓厚的学

习兴趣，大家不知不觉地跟着哼唱起来，很快就融入了音乐情境，再深

入了解音乐背后的故事，体验各地民俗特色，让优秀的民族文化得以延

续。 

2.2 以兴趣为起点，体验民族音乐深刻情感 

为了吸引学生关注民族音乐，课堂教学中我格外关注以“兴趣”为

起点，当学生对民族音乐有了浓厚的兴趣，自然乐于鉴赏、主动思考，

主动掌握更多有关民族音乐的知识内容，从中获得深刻的情感熏陶。例

如，学习“国之瑰宝——京剧”时，很多学生都对京剧不感兴趣，我就

在课堂上引入了李玉刚的流行音乐作品《新贵妃醉酒》，再对比播放京剧

片段，感受京剧腔调，在对比鉴赏中学生开始对京剧有了兴趣，而且也

能从中听出作品表达的或喜悦、或愤怒、或抑郁的情绪，调动情感共鸣。 

2.3 接触民族乐器，渗透民族音乐文化底蕴 

民族乐器是民族音乐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音乐课堂上要给学生多

介绍一些有趣的民间乐器，了解不同乐器的演奏特征，切磋演奏方法与

技巧，也能让学生从不同角度去理解民族音乐，感受民族音乐的包容性、

开放性以及审美意义。例如，学习“鼓舞弦动——丰富的民间乐器”时，

我利用多媒体课件给学生展示了各种各样的民间乐器，让他们想   一边

识别乐器、分析乐器，一边鉴赏音乐作品；我还拿来一些简单的快板、

鼓、二胡、笛子等民族乐器，让学生尝试演奏，分辨民族乐器的音色，

感受民族音乐欢快、明朗的曲风，从中了解民族音乐的文化底蕴。 

总之，“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弘扬民族音乐、继承传统文化，

这是当下每一位一线教师肩负的重大使命。我们要树立传统文化意识，

关注民族音乐的审美价值，立足高中生的发展规律，探寻民族音乐教育

的有效路径，让民族音乐深入学生内心，在传统文化熏陶下开阔音乐视

野，培育民族自尊心，这也是当下践行核心素养教育的必经之路。民族

音乐教育改革与创新，仍需更多教师在今后教学实践中继续尝试、继续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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