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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民族音乐在小学音乐课中的作用

◎李辉
摘要：民族音乐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中国民族音乐，又称中国传统民族音乐，

指用中国传统乐器以独奏、合奏形式演奏的中国传统音乐。中国民族音乐的历史悠久。而作为低年级的孩子来说，枯燥的

固定模式教学很难长时间吸引孩子的注意力，而音乐游戏的教学能很好地引导学生，在玩的基础上不仅学到了知识，同时

也有助于对音乐的理解。将中国民族音乐引入小学音乐课对于培养学生的民族审美观、民族意识和精神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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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艺术有着坚实而悠久的历

史积淀，追根溯源，我国音乐的起源可以

追溯到炎黄时期，历时数千年。但是，在

中小学校的音乐教育中，存在民族音乐学

生不爱听，老师不重视的现象。另外，在

经济发展的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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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面临着延续和生存的威胁。

针对这一现象，我们更应选择好音

乐的曲目，注重地方民间音乐的教学；

应当提倡补充音乐乡土教材，总结各民

族文化、音乐特征，然后深入浅出，让

孩子们能够接受并深受启发。我们应意

识到民族文化对培育我们下一代民族精

神的重要意义，要坚定弘扬民族文化精

华的基本立场，只有加强民族音乐在教

育中的地位，才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民族

音乐的兴趣，才有利于创造与时俱进的

新的民族音乐文化。

一、有助于让学生了解过去的历史、审美、

价值观

民族音乐是民族文化的一种文化载

体，它反映着当时的社会、历史风貌、审

美以及经济、自然、文化现象。在四五千

年前的原始社会中，就产生了歌舞、歌曲，

越往后音乐文化就越发达。在中国的历史

上多次出现音乐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中

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根植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土壤

中，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族音乐折射出中国

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载体。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

神，代表着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文化、

审美、价值观。这对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

人格塑造有一定的作用。

二、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

情怀

振兴中华不仅仅是要发展经济、富国

强民，而且还要振兴民族文化。只有振兴

民族文化，才能充分树立我们的民族自信

心和民族自豪感。民族音乐是民族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音乐对于民族自信心

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人类社

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

界，也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任何一个国

家和民族，要强盛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

精神支柱，因为有了精神支柱，才能提高

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精神支柱包含的内

容有很多，但其核心部分和基础部分就是

思想与文化。思想和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

个民族的灵魂，一个人没有灵魂就不可能

有健全的体魄，而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如

果没有灵魂，就没有自信心。失去自信心

的民族，是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因此，将中国民族音乐融入小学音乐教育

中有助于学增强民族自信心，从而增强爱

国情怀。

三、有助于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兴趣

民族音乐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同时也

回归于生活。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多方面

良好的兴趣，树立音乐美感，提高音乐素

质教育，并从中更好地去体验生活。通过

民族音乐教育有利于培养他们的能动性、

自主性和创造性。在学习民族音乐的同时，

学生能够了解当时、当地的风俗历史、价

值观、审美观、生活方式，以及那代人的

思想，了解民族风情，从而产生思考，甚

至向往，激发学生对音乐的探索，以及学

习的兴趣。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中

成长，并且可以带动传统的课堂教育，使

 课堂教学更加高效、轻松、愉悦。

四、结语

中小学的民族音乐教育是我国普及音

乐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用艺术美的

甘露浇灌孩子们心灵中美丽的花朵；它的

作用是相当大的，意义也是相当深远的，

是独特的，其他任何科目都不能代替。传

统的民族音乐是我们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

宝，了解民族音乐就是了解我们民族的历

史文化，欣赏民族音乐就是在体验我们民

族的精神和情操。但是现实生活中，学生

的民族意识相对来说较为薄弱，对民族音

乐的兴趣不高。所以，必须通过将中国民

族音乐融入小学音乐课堂来强化小学生的

民族音乐教育，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和精

神生活，培养学生热爱民族音乐的感情。

因此，将中国民族音乐引入课堂，有助于

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人格的塑造；有助

于学生增强民族自信心、爱国精神；更有

助于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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