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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民族音乐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其不仅拥有鲜明的民族特征，还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重要精
神文化宝藏。小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应当肩负起传承民族音乐的重担，小学在音乐教育教学过程中也应当认识到民族音乐对发扬我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及时根据目前的教学现状有针对性的制定教学策略，帮助民族音乐在音乐教育中更好地渗透与传承。基于此，本文首
先对小学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现状、重要意义做了简要分析，接下来提出几点行之有效的实施策略，以期为小学音乐
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帮助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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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经久不衰的传统文化，民族音乐的学

习可以帮助现代小学生加深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在当今信息技术飞速

发展的当下，我国的小学音乐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民

族音乐的渗透与传承也将面临一定的影响与挑战。小学课堂作为义务教

育阶段的主要场所，应当充分认识到在音乐教育中渗透与传承民族音乐

的重要性，面对机遇与挑战应当制定相对应的发展计划与对策，逐渐扭

转小学音乐教学中忽视民族音乐重视西方音乐的现状。 

1 小学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想要将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完美的结合起来，

需要找到将二者有机融合的切入途径，例如，在音乐教学中向学生传递

基础的民族音乐文化背景知识、民俗风俗知识、民族音乐的历史发展背景

等。民族音乐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是现阶段小学教学的基础内容依

据。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全球化覆盖面积不断加大，民族音乐作为文化

软实力和民族的象征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将我国的民

族特色充分展示出来。因此，在小学音乐教育中渗透与传承民族音乐是十

分必要的，将二者充分结合是我国小学音乐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2 高校音乐教育对民族音乐的渗透与传承的现状分析 

2.1 小学生民族音乐学习现状 

近年来，各种流行音乐和国外音乐大量涌入青少年的视野，小学生

作为青少年的中坚力量，更是受到这些流行文化的影响而很少关注民族

音乐。部分学生甚至认为民族音乐枯燥乏味，歌词、旋律过于陈旧，因

此对其没有丝毫兴趣。这些实际存在的现象为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带

来了不小的阻碍。 

2.2 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现状 

由于我国应试教育的教育机制，学生和教师对音乐课程的重视程度

都十分有限，经常出现其他教师占用音乐课的现象。另外，不少小学音

乐教师的专业都偏向于现代流行乐，具有专业民族音乐素养的教师少之

又少，导致民族音乐的教学缺乏优质的客观环境，这就给民族音乐的传

承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3 小学音乐教学渗透和传承民族音乐的重要意义 

民族音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

年的发展历史。在民族音乐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但可以感受到乐曲的

优美，提升审美情趣，还可以通过背景知识的学习了解到当时的历史、

文化等背景知识，对于提升学生的人文情感有着十分重要的帮助。 

4 高校音乐教育中渗透和传承民族音乐的策略 

4.1 加强民族音乐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连接学生与知识之间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只有教师自身教学

能力过硬才能帮助学生学习到新的知识。教师应当主动突破以往落后的

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跟上教育的时代发展步伐，积极吸收学习新的理

论和方法。与此同时，小学应当增加对民族音乐教师的招纳和抬高入职

门槛，做到民族音乐教学拥有专业化的教师团队，改变以往音乐教师兼

职教学的现象。学校可以定期组织教师培训活动，例如，聘请校外的民

族音乐专业专家到学校为民族音乐教师开展主题演讲；联合其他高校的

同学科教师进行教学竞赛，让观赛教师可以从中看到自身的不足之处，

学习其他教师的先进教学思想和教育理念。强化民族音乐师资队伍建设，

打造高质量教师团队对民族音乐的传承和渗透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4.2 丰富教学方式 

在小学民族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明确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

将民族音乐教学与素质教育相结合，充分满足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欣赏、

学习需求。由于当前经济文化全球化速度发展迅猛，西方文化、音乐对

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因此，音乐教师应当将我国传统

文化渗透进音乐教育中，把民族文化理论和实际音乐教学相结合，同时

应当注重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选取学生 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要结

合民族音乐的特点，不断挖掘和探索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能

够掌握一些民族音乐的基本技巧，更有利于民族音乐的传承。再加上自

己的理解，在传承中进行创新，帮助我国的民族音乐不断发展，在这个

过程中增加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4.3 加强对音乐教学课程的优化，突出民族音乐的地位 

小学的民族音乐教学质量离不开学校对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教

育教学方法。传统的教学模式一般是教师讲授、学生吸收，教师在教学

中处于主体地位，而学生多为被动的接受，并不是真切的参与进了实际

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对此，学校要针对此现象及时作出调整和制定出优

化策略，对音乐教学给予足够的重视，优化课程配置突出民族音乐在音

乐教学中的重要地位。例如，在苏少版小学五年级《瑶族舞曲》学习中，

教师可以利用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作为教学的基础，在复听的过程中，

向学生们展示关于瑶族舞曲的背景知识，然后组织学生们穿上少数民族

的服装，根据舞曲的旋律，进行载歌载舞的表演。 

5 结束语 

结合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小学音乐教学中对民族音乐传承与渗透具

有不可忽视重要意义。结合当前的教育现状来看，我国小学音乐教学中

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小学学校与教师应当充分认

识到这些问题的发生根源，同时应当积极制定解决方案，帮助民族音乐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更好的传承与发展。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民族音乐

的真正渗透与传承，在 大程度上提升学生的民族音乐素养和综合音乐

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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