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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高校钢琴教学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其中，民族音乐文化与钢琴教学的融合已经成为教师提升教学

质量必不可少的途径。本文深入探讨了高校钢琴教学中融合民族音乐文化元素的意义与策略，旨在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

的音乐素养和创新能力，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学生能够在民族文化的海洋里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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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先后组织实施了“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国家舞台艺术精品

创作扶持工程”等重大创作工程，扶持推出了一批优秀民族音乐

作品。2018 年起，文化和旅游部开始实施“时代交响——中国交

响音乐创作扶持计划”，专项扶持交响乐、民族管弦乐作品，要

求申报作品“注重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音乐文化的宝贵

养料，努力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4 年来，该工程共扶

持《永远的山丹丹》《风雅颂之交响》《丝竹的交响》等 16 部优

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由此可见国家对

于民族音乐的重视程度，高校为创新民族音乐的发展，将民族音

乐文化与钢琴教学进行融合，以此来拓宽学生的学习范围，使学

生敢于创新。

一、民族音乐文化元素在高校钢琴教学中的意义

（一）有助于拉近学生与我国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距离

民族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还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情感。高

校钢琴教学引入民族音乐文化元素，不仅能够让学生近距离感受

到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还能够拉近他们与传统文化的距离，让

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地意识到自己所学的音乐不仅仅是

西方的艺术形式，还是有着深厚民族根基的文化瑰宝，从而将这

些想法更好地带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向其他的人进行讲述。

学生也能够在学习民族音乐的过程中，体会到不同民族音乐的独

特韵味和风格，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从而具备

更加包容、开放的文化理念，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和民族情怀的新

时代青年。

（二）有助于丰富钢琴教育内容

一方面，民族音乐文化元素的引入为钢琴教学提供了更多的

曲目选择。中国有着丰富的民族音乐资源，从古典的宫廷音乐到

民间小调，从少数民族的音乐到现代创作的民族风格钢琴曲，这

些作品不仅风格多样，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高校将这些作

品纳入钢琴教学计划当中，不仅能够拓宽学生的音乐视野，还能

让他们在实践中掌握更多样化的演奏技巧。另一方面，民族音乐

文化元素的融入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音乐创作能力。学生们在学习

民族音乐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自己查找文献的方式了解到不同民族

音乐的旋律、节奏以及和声等，并能够看到音乐的旋律与西方的

和声手法有什么不同，当有基本的了解后，会创作出有民族韵味

和现代感的钢琴作品。

（三）有助于推进钢琴教育体制改革和创新

在教学理念上，民族音乐文化元素与钢琴教育的融合意味着

教师已经不再局限于西方古典音乐的范畴，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加

广阔的音乐世界。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可以在不同学校的参观学

习上，来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改变成通过多媒体教学设备展示

民族音乐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色，或者邀请民族音乐家进行现场

演奏和讲解的方式让学生能够更好地感受到民族音乐的魅力。从

而将音乐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教师没有要求，学生也会

参与到各种与民族音乐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当中来体验民族音乐

文化。在教学评价上，教师在以前都会对学生的表演技巧和表现

力进行评价，但是，随着教师的不断学习，教师还会在此基础上

对民族音乐文化的认知程度、创作能力以及实践活动等多个方面

进行评价，让学生可以更好地知道自己在哪方面不足，从而在课

下可以进行改进和提升。

二、民族音乐文化元素在高校钢琴教学中融合的策略

（一）文化元素与钢琴教学深度融合，提升学生音乐素养

在民族音乐文化元素与高校钢琴教学融合的策略中，教师可

以在实际教学中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将民族音乐文化元素与钢

琴教学深度融合，从而使教师的教学理念发生转变，激发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提升他们的音乐素养，促进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与

传承。在理念转变方面，钢琴的教学基本上包含的都是西方古典

音乐的传授，很少有关于中国丰富民族音乐的部分，但是，随着

文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本土的民族音乐文化正受到越来越多的

重视，这就要求高校的教师应该树立起“民族音乐为本，中西融

合为辅”的教学理念，在讲解钢琴的过程中，将民族音乐文化元

素更好地融入其中，以此来引导学生深入了解自己热爱的民族音

乐。教师理念的转变是需要不断地学习民族音乐知识，这样才能

够更好地提升个人的民族音乐素养，从而更好地应用到学生的教

学中。在深度融合民间音乐元素方面，教师可以选择《茉莉花》

或《小河淌水》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歌，让学生分析民歌中的

旋律特点、节奏韵律和声结构等。当学生分析之后，教师还会让

他们结合钢琴的演奏技巧，将分析到的音乐元素与钢琴更好地融

合，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进行讨论研究出最终的方案并让每一组

的代表到演讲台上叙述本组是如何融合的，怎么表达的。教师运

用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钢琴演奏技巧和音乐素

养，还能够更好地促进音乐的融合。

（二）问卷调查，民族音乐钢琴曲改编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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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讲授钢琴曲的时候可以先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收集

学生对中国民族音乐的了解程度，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可以让

学生在《彩云追月》《平湖秋月》进行投票，最终票数多的将会

是最后需要改编的曲目。教师为让学生有更广泛的思路，可以给

学生举一个以《二泉映月》这首经典的二胡曲改编的钢琴曲的例子，

先介绍阿炳的生平故事及作品所表达的深沉情感，然后引导学生

分析钢琴改编版如何巧妙地保留了原曲的神韵的基础上还融入了

钢琴独特的音色和表现力。有的学生说充分利用钢琴音域宽广、

音色多变的特点，通过不同类型的织体、不同的触键方法以及踏

板的运用，将中国韵味表达得淋漓尽致；还有的学生说，他在演

奏的时候运用了颤音、滑音、断音等技巧，使音乐更加饱满有力量。

之后，教师让学生们分析《平湖秋月》这个曲目，并让学生据此

撰写一份报告，写出自己编排的部分与保留的部分，并在课堂中

进行演示。教师则会通过对比不同学生的作品，对他们在旋律处

理和声运用、节奏安排等方面进行评价，从而帮助学生建立起对

中国乐曲艺术风格的全面认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展

示自己的演奏技巧，还能够通过调查体会到中国乐曲艺术所蕴含

的情感力量与文化价值，从而实现个人音乐素养与民族情怀的全

面提升。教师通过这样的教学策略，不仅能够使学生具备扎实的

专业技能，也能够激发他们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热爱。

（三）民族钢琴改编曲教学，夯实基础

教师应重视民族钢琴改编曲的教学，这样不仅能够夯实学生

的钢琴演奏基础，还能让他们在实践中深入理解和感受中国乐曲

艺术的独特魅力。在教学一开始，教师会让学生对《山丹丹开花

红艳艳》这首钢琴改编曲进行赏析，让学生了解到歌曲中浓郁的

陕北风情和人民对生活的热爱。随后，教师可对这首曲目钢琴改

编版的创作背景、改编手法以及演奏难点（如何运用钢琴丰富的

音色和表现力，再现原曲中的民族乐器音色（如二胡、笛子）和

陕北民歌特有的滑音、颤音）等装饰音效果进行介绍，以此来加

深学生对民族音乐特点的理解。当学生有一定的了解后，教师首

先会让学生分解练习（复杂节奏、力度变化）的同时还会鼓励学

生自己寻找在演奏这首曲目时候需要表达的情感，从而使音乐能

够从抒情到欢快热烈进行快速转换。其次，教师会让学生以《山

丹丹开花红艳艳》为地结合自己对民族音乐的理解，进行二次创

作也就是在旋律和声以及演奏激发进行改编，从而激发学生的创

新思维和创作热情，锻炼学生的音乐创作能力，让他们在实践中

能够体会到民族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最后，学生将会在

舞台上进行展示，以此来进一步反思自己的演奏水平。教师通过

这一系列的教学实践，不仅能够让学生深刻体会到中国乐曲艺术

的独特魅力，还能够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

（四）高校钢琴教学融合民族音乐，促进文化融合

钢琴作为西方经典演奏的乐器，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不仅

在我国音乐领域得到迅速的发展，还在民族音乐的领域得到广泛

的传播，从而成为连接东方与西方音乐文化的桥梁。在这一背景

下，高校怎样在钢琴教学中融合民族音乐文化元素，已经成为一

个重要的思考方向。首先，明确民族音乐的地位。民族音乐是中

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情感表达，

以其独特的旋律、节奏及和声结构在音乐界享有盛名。其次，高

校可通过开设民族音乐鉴赏课程、举办民族音乐主题音乐会、邀

请民族音乐家举办讲座与工作坊的形式，让学生对于民族音乐有

一个正确的认识，打破对钢琴音乐的固有印象，能够接受二者的

有机融合。此外，教师应该在课堂上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来让学

生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了解各自的美学理念和表现手法，不要

形成盲目崇拜外来文化而忽视本土音乐文化的价值，也不要形成

一味地推崇本土文化避免基础外来文化的现象，这样才能够使学

生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更好地探索两者融合的新途径。最后，

教师在钢琴教学中，不仅要传授技艺，更要传授其中的文化价值，

让学生更好地认识到无论是西方的古典音乐还是东方的民族旋律，

都是人类共同的音乐文化。在这样的教导下能够使学生具备开阔

的视野，创新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方式，以此来提升学生的专

业技能，推动文化的大融合。

（五）民族特色钢琴教材体系，推动民族音乐文化融合教育

高校可在符合钢琴教学目标的前提下，紧密结合信息化时代

下教学方式变革，构建出一套既体现民族特色又符合现代教育理

念的钢琴教材体系，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兴趣

和热爱，在他们的心中扎下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识。高校从宏观角

度出发，应该在深入剖析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精髓及其在现代社

会的传承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高校教育的系统性与资源

优势，构建出多主体协同的育人模式，搭建出一个让所有人都能

够交流的音乐平台，让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音乐教育家能够在

此进行交流，使得音乐教育理念能够不断地传承。在具体实施层

面中，教师应该主动地参与到钢琴教材的编写工作当中来，将民

族音乐元素与视唱练习和钢琴曲目更好地融合，编写出既具有鲜

明民族特色，又符合学生学习需求的教材，让学生可以在演奏的

时候体会到传统音乐的美感与意境，以此更好地激发他们学习民

间乐曲的热情。高校通过这些措施不仅能够提升钢琴教学的文化

内涵与艺术性，还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

推动钢琴与民族音乐的融合向着多元化、深层次的方向发展。

三、结束语

高校钢琴教学与民族音乐文化元素的融合是一项复杂而系统

的工程，需要教育者、学者、艺术家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在本

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提出的策略，旨在更好地为研究者提供一定

的借鉴，促进高校钢琴更好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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