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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视域下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策略探究
赵立辉

（苏州湾外国语学校，江苏 苏州 215200）

摘要：随着我国新课程改革的不断发展，怎么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变成目前小学民族音乐需要关注的焦点。

基于此，本文深入探究了文化自信视域下小学民族音乐教学存在的问题以及策略，旨在使文化自信与小学民族音乐能够更好地融合，提高

教师的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艺术思维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并期望通过这些策略的实施，激发学生对民族音乐文化的浓厚兴趣和自豪感，

让他们在欣赏、学习、创作与表演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深入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和深厚底蕴，还能在实践中锻炼和提升自身

的艺术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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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也是弘扬民族

精神、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

内容。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和传承民族音乐文化，不

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投资。小学民族音乐教学作为

民族文化传承的起点，承担着启蒙与培育的重任。因此，教师可

以运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使学生们得以近距离接触那些蕴含

着民族智慧与情感的旋律，从而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热爱本

土文化的种子，这将增强学生们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他

们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与尊重，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文化自信视域下小学民族音乐教学存在的问题（锁）

（一）教师能力：专业素养与文化认知的双重考验

不少音乐教师对民族音乐理论知识的掌握不够深入，演奏、

演唱技能欠缺，以及对民族音乐文化背景、风格特色的理解浅尝

辄止。如何在小学民族音乐教学中有效融入文化自信元素？使学

生不仅学会音乐技能，更能深刻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这一问

题触及到教学的核心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要求教师传授

音乐技能，更要求其要引导学生深刻理解音乐背后的文化内涵，

下面的策略将会对其展开说明。

（二）传统教学方法：创新不足与体验缺失的困境

传统的小学民族音乐教学往往侧重于知识的灌输与技能的训

练，这种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容易忽视学生在音乐学习中的主

体地位和情感体验。学生在课堂上被动接受知识，缺乏主动探索

和自我表达的机会，导致他们对民族音乐的兴趣难以被充分激发，

参与度也不高。如何在小学民族音乐教学中创新教学方法，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参与的积极性，进而在实践中培养

文化自信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三）教学观念：从单一技能培养到文化生态构建的转型

文化自信角度的民族音乐需要学生从更广阔的视角去审视音

乐，将音乐放置在生成、发展、演变的广阔文化背景中，使其成

为一个综合性的知识联觉现象，让学生可以自主探索民族音乐与

自然环境、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历史传承等多方面的关联，理

解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好地学会音乐与历史、地理、

文学等课程是紧密相关的，只有多维度的学习，才能够真正地树

立起文化自信。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的多元化，学生对民

族音乐的需求和期待也在不断变化。他们渴望在学习的过程中，

不仅能够掌握传统的音乐技能，还能够发挥个人的创造力和想象

力，为民族音乐注入新的活力和元素。如何在小学民族音乐教学

中打破传统束缚，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

使他们能够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尝试新的音乐形式和表现

手法也是现如今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文化自信视域下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的策略（钥匙这里的

钥匙如何开前面的锁，上面的问题就是根据几个策略总结出来的）

（一）以“牧童和牧童谣”大单元小概念教学设计为例，树

立文化认同感（改成树立文化认同感）

在文化自信的视域下，小学民族音乐教学不仅仅可以传授音

乐知识和技能，还能够让教师通过音乐这一载体，传承和弘扬中

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教

师在讲授“牧童和牧童谣”的时候，可以借助逆向教学设计的理

念，从预期的学习结果出发，进行“说唱歌谣”单元内容的解读

和教学活动的设计，以体现文化自信在民族音乐教学中的重要性。

首先，教师可提出单元的大概念“通过民族音乐感受并表达对牧

童生活的向往”，之后再将其细化为若干个小概念“牧童形象在

音乐中的塑造”“乡村生活场景的音乐描绘”以及“民族音乐元

素在创作中的运用”，并将这些小概念作为单元教学的核心内容，

引导学生在不断地学习中深入理解和体验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

突出民族音乐在表达乡村情感和文化特色方面的独特作用。其次，

教师在讲授《牧童谣》，可（这里描述错误）让学生赏析歌曲、

分析旋律和歌词、讨论牧童形象的方式，将大概念和小概念融入

具体的教学活动中，让学生在不知不觉的学习中感受到歌曲中蕴

含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色，加深对乡村生活的理解和感受。最后

在讲解剩下的歌曲的时候，教师可结合歌曲的创作背景和文化内

涵进行讲解，让学生知道牧童生活的情趣，之后让学生通过角色

扮演的方式来体验牧童的乐趣。教师通过将大概念拆分成小概念

的方式让学生逐渐了解民族音乐，更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民

族音乐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和情感价值。

（二）以“战台风和新疆之春”创意导入设计为例，激发文

化自觉（这个我改了，后面几个标题都根据这个，逐层递进的改

一下）

在小学民族音乐课堂中，教师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

生高效参与学习活动深入理解音乐文化的内涵，可以设计有创意

和富有吸引力的导入环节，使其能够迅速地抓住学生的注意力，

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民族

音乐的独特魅力，感受到文化自信。当学生被丰富多彩的文化元

素吸引后，会主动地探索和学习民族音乐，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

还能培养他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

教师在讲授《战台风 》《新疆之春》的时候，可以先（这个

词多余删掉）利用多媒体先播放一段新疆风光的视频，展示新疆

的辽阔大地、壮丽山川、独特民俗和热情好客的人民，随后，教

师在播放《战台风》《新疆之春》的音频片段的时候可以让学生

闭上眼睛聆听，感受其欢快活泼、节奏鲜明的音乐特点。在学生

体会完成后，教师可以结合这首歌的背景特色来介绍其独特音色

和演奏技巧，展现了新疆人民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介绍之后教师可提出如下问题“小朋友你们听完这首好听的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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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里面哪些声音或者调调最像新疆那边的人们唱歌跳舞的样子

呢？能告诉我，这首曲子让你能联想到新疆哪些情景吗？好玩的

事情或者生活情景都可以（这一句我改了）”教师通过这样的导

入设计让学生能够在学习民族音乐作品的过程中深入了解其文化

的内涵和艺术特色（这句话不通顺啊）使他们更加珍视和传承自

己的民族文化。

（三）以“姑苏风光”乐舞融合设计为例，创新文化继承（ 

这首姑苏风光，里面可以有苏州评弹，但是和舞蹈没有任何关联性）

这个换个例子吧！太牵强了

在我国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多元的气候条件与地理环境

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其中，民族音乐作为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节奏和旋律承载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与

情感表达，（多余删掉）让学生在学习中体会到民族音乐的文化

认同感与自豪感。《姑苏风光》作为一首源自江苏苏州的传统民歌，

其欢快的节奏与悠扬的旋律生动展现了江南水乡苏州的迷人风光

和当地人民的悠然自得。教师先引导学生根据乐曲的节奏，学习

江苏地区划船的动作，在将这些动作融入到表演之中，之后让一

些学生选择自己擅长的乐器，（上课这些乐器就能演奏吗？都没

学过就拿着用吗）当其他学生在演唱的时候，这些学生可以为《姑

苏风光》用自己的方式伴奏，在所有学生参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对江苏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热爱与尊重，这不仅丰

富了学生学习音乐的内容，还将其作为一种文化桥梁，连接过去

与现在，传统与现代，让学生在享受音乐之美的同时，深刻认识

到自己文化根源的独特价值，从而树立起平等的文化价值观，培

养了文化自信，以此来创新文化继承。

（四）以“金孔雀轻轻跳”分层设计为例，促进文化发展（标

黄的部分标题内容都要改）

下面将通过运用分层教学法进行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策略的探

究，以《金孔雀轻轻跳》的教学为例。

第一：了解背景，激发兴趣——文化自信的起点

教师在讲授《金孔雀轻轻跳》的来源和背景，可先告诉学生

这首歌曲是云南傣族的民间舞蹈音乐，常用于庆祝丰收、节日等

喜庆场合，通过欢快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展现了傣族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当学生了解之后，教师又结合傣族舞蹈视频，

在傣族村寨中，金孔雀翩翩起舞的场景，并讨论什么样的音乐最

适合这样的场景，让学生可以思考音乐与场景之间的关系。

第二：分层教学，逐步深入——文化自信的深化

在学生对《金孔雀轻轻跳》有了初步了解后，教师可以采用

分层教学法，引导学生深入理解音乐作品，深化他们的文化自信。

分层教学法的核心在于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差异，设计不

同难度的教学活动，让每个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层次上得到提

升。

基础层：针对音乐基础较弱的学生，教师可以引导他们跟唱《金

孔雀轻轻跳》的部分旋律，通过简单的旋律跟唱，简单地掌握一

些基本的音乐节奏和旋律线条，明白这些音乐节奏和旋律线条在

是如何体现民族音乐特点的（这一句我改了）。

提高层：教师可让学生聆听和分析《金孔雀轻轻跳》的旋律

变化，分析歌曲中不同乐句的情感表达，感受歌曲中轻快的节奏

和生动的歌词所描绘的孔雀形象，鼓励学生运用肢体语言或舞蹈

动作来再现歌曲中的孔雀翩翩起舞的情景（这句我改了）。

拓展层：教师可让学生将所学歌曲《金孔雀轻轻跳》进行创

意改编，加入自己的演奏部分或改编歌词或创作舞蹈。例如：加

入葫芦丝演奏、加入傣族（这首歌曲是傣族的）风格的舞蹈步伐，

并可以在课堂上进行展示，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和民族自

豪感。

第三：总结提升，传承文化——文化自信的升华

教师可让学生运用分组讨论的方式，分享自己在分层教学活

动中的学生能用哪些自己的方式诠释“金孔雀”，让其他学生的

思维启发自己，并将这个通过文字的形式描述出傣族人民和孔雀

之间的情感连接，以此来鼓励同学们要善于观察小动物，用舞蹈

来模仿小动物的动作和形态，通过进一步巩固旋律和节奏等知识，

（这一段文字我改了）将所学内容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如参加学

校的文艺演出、社区的文化活动等，以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民族

音乐文化，实现文化自信的升华。

（五）以“我的编创（溜溜山歌）”游戏教学法为例，坚定

文化自信

教师在讲授《我的编创（溜溜山歌）》的时候，可以采取

“歌词接龙”“歌词编创”及“歌曲表演”等一系列游戏教学法，

来引导学生对于歌曲旋律与歌词的了解，促进学生的创造力，创

造出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最终通过多

样化的表演形式将创作成果呈现出来。在“歌词接龙”中，教师

可先唱《我的编创（溜溜山歌）》的第一句，让学生以龙摆尾的

形式参与到歌词接龙中来，第二位学生需要紧跟前一位学生的歌

词，准确无误地接唱歌曲的下一句，让学生可以注意到歌曲中“溜

溜”“呀嗬嘿”等词语，增添歌曲的旋律美，体现民族歌曲的独

特魅力。当学生有一定的了解后，教师可以设定一个名为“家乡

的风景”的主题，让学生围绕这个主题进行创作：有的学生想到

了家乡的山川河流，于是写下了“溜溜的山川绕村旁，河水清又亮”；

有的学生则回忆起家乡的田野与果园，创作出“溜溜的田野稻花香，

果园里果儿黄”。在学生编创完毕后，教师还让他们将自己编创

的歌曲表演出来，有的小组站成一排，齐声高歌，用歌声传递着

对家乡的热爱与赞美，还有的小组围成一圈，手拉手跳起欢快的

舞蹈，用舞姿演绎着歌曲中的欢乐与喜悦。学生们在表演中不仅

展现自己的音乐才华与表演能力，还在舞台上自信地展示着民族

音乐的魅力与智慧，不仅提升他们的音乐素养与创造力，更激发

他们对民族音乐文化的自信与热爱。

三、结束语

音乐教学如同一片需要等待耕耘的沃土，既孕育着丰富的民

族音乐文化，也面临着认知浅显、方法单一的挑战。然而，智慧

的火花已在此点燃，逆向设计、创意导入、乐舞融合、分层教学、

游戏教学等策略如同五彩斑斓的钥匙，为学生们打开了通往民族

音乐殿堂的大门。学生们在这些策略的引领下，仿佛置身于一场

音乐与文化的盛宴。他们在逆向设计的引领下，逐步构建起对民

族音乐文化的深刻理解；在创意导入的启迪下，激发出对民族音

乐无限的好奇与热爱；在乐舞融合的旋律中，感受着音乐与舞蹈

的和谐之美；在分层教学的教导下，每个人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节

奏中成长；在游戏教学的欢乐中，享受着学习音乐的乐趣，培育

着属于自己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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