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高中音乐课堂上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

让学生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且增强学生的

传承意识。教师应顺应新课改的教学理念，创新自己

的教学形式，在教学中弘扬和发展传统民族音乐。为

了让学生更好地建立音乐品位，提高音乐素养，教师

要充分利用课本中的音乐知识，将音乐背景展示在课

堂中，增加学生课堂学习的体验和感受。教师可以结

合教学内容进行延伸，以不同的教学形式引导学生，

增加学生的文化认知。

我国的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孕育了具有特色的音

乐文化。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音乐知识时，应该将传

统的民族音乐渗透到课堂中，这样能够使学生深入了

解我国的传统文化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陶冶自己

的情操；能够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民族音乐的魅力，培

养学生对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情感，激发自身的爱国

情感，不断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高中生正处于紧张

的学习阶段，为了放松自身的压力，经常会听一些流

行音乐，对传统文化并不感兴趣，不愿意学习传统民

族音乐知识。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不同的方

法，渗透传统音乐知识，让学生感受到传统音乐的魅力，

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让学生主动参与到传统音

乐教学中，进一步推动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

一、 开启学科融合教学，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音乐本就是一门包容性很强的学科，并不是孤立

存在的，教师在教学时，可以结合其他学科的知识，

全面讲解音乐，让学生站在多个角度感受音乐，进一

步增加学生的课堂学习感受。高中生的学习压力很大，

教师在教学时可以从多个角度引导学生，进一步缓解

学生的学习压力。教师将音乐教学和其他学科结合起

来，融入语文、美术、历史等不同学科的知识点，让

学生在课堂学习中丰富自己的见识，不断激发学生的

音乐学习热情，进一步拓宽学生的音乐视野。音乐和

语文知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深

入挖掘音乐背景，将其中的文学知识展示在课堂上，

这样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能够激发自身的文化意识，

不断增强传承传统文化的观念。比如，教师在带领学

生学习《少女的祷告》这首乐曲时，可以让学生通过

优美的琴声感受这首乐曲，引导学生进行联想和想象，

结合文学知识讲一讲这首乐曲带给自己的感受。

摘要：音乐教学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艺术细胞，塑造学生的艺

术品格。在教学时，教师应该改变自己的教学模式，开启多样化

的教学，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学习音乐。教师在构建音乐课堂时，

应该站在文化传承的角度，将不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融入

音乐课堂，在提高学生音乐学习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文化艺

术修养。

关键词：文化传承；高中；音乐教学

文化传承背景下的高中音乐
教学策略
唐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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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重课堂多元教学，优化音乐教学过程

在文化传承的教学背景下，教师应该创新教学方

法，为学生建构多元化的音乐教学课堂，这样学生才

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加深入地感受音乐，并且理解

音乐传达的情感。教师通过这种教学形式可以培养学

生的音乐审美，提高学生的音乐文化素养，进一步促

进学生综合学习能力的提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

注重教学方法的多元化以及欣赏教学的多元化。在传

统音乐中有很多民族音乐，唱法各不相同，不同的歌

曲演唱方法都展现了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魅力。在演

唱教学中，教师应该根据实际的教学内容，依据学生

的学习水平开启多样化的教学，结合音乐特点，为学

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调动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

不断提高学生的唱歌技巧。在传统音乐鉴赏教学中，

教师需要从不同角度带领学生欣赏音乐，除了给学生

讲解音乐情感，还需要渗透音乐背景，让学生保持良

好心态，从多个角度学习音乐知识。比如，教师在带

领学生学习《十面埋伏》时，可以为学生多方面地渗

透传统音乐知识；可以与国外音乐作品进行对比，在

课堂上给学生播放《1812 年序曲》《意大利随想曲》等，

让学生从多个角度欣赏音乐，感受我国传统音乐和国

外音乐的不同。

三、 灵活应用信息技术，渗透传统民族音乐

在当前教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信息技术已经全

面被应用在课堂中。高中音乐教师可以借助信息技术

创新自己的教学模式，以不同形式为学生讲解音乐知

识。教师可以借助微课，将音乐情感展示在教学视频

中，让学生通过视频学习来感受音乐。同时，教师可

以让学生观看音乐剧，增加学生的见识，不断开阔学

生的视野。教师将我国的传统民族音乐渗透在课堂中，

以不同的教学角度引导学生学习传统知识，提高学生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能力。比如，教师在带领学

生学习维吾尔族民歌《牡丹汗》这首歌曲时，可以借

助信息技术，让学生观看新疆的美丽景色，让学生感

受新疆的美。在这样的教学基础上，再为学生讲解关

于《牡丹汗》的故事，让学生沉浸于歌曲学习中。同时，

教师可以借助信息技术，为学生播放其他的新疆歌曲，

让学生将其和《牡丹汗》这首歌曲进行对比，进而增

加学生的学习感受。在欣赏歌曲的过程中，学生不仅

增加了自身的音乐见识，还养成了传承传统音乐文化

的意识。

四、 依据学生兴趣爱好，传承传统音乐

文化

当前的高中生大都喜欢听流行音乐，这是因为流

行音乐旋律朗朗上口，更加通俗易懂，与传统音乐相比，

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贴合学生的生活。学生的

学习压力很大，在课余时间听流行音乐能够使自己放

松，还能够产生共鸣。为了改变这种现象，教师可以

将传统音乐以不同的形式展示出来，以学生喜欢的风

格教学，让学生感受到传统音乐的魅力。比如，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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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领学生学习《辽阔的草原》这首歌曲时，可以将

其改编为说唱风格，让学生在课堂上边唱边跳。这不

仅能够活跃课堂的教学氛围，还可以让学生更积极地

进行歌曲欣赏，将说唱风格和之前的原版风格进行对

比，讲一讲哪个版本更好，并且说明自己的理由。通

过这样的方式，学生更沉浸于课堂学习，更好地感受

传统音乐。除此之外，教师可以让学生对传统音乐进

行创编，将传统的音乐知识转换为自己喜欢的风格，

哪怕学生改编的歌曲并不完美，教师也需要鼓励学生，

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学习传统音乐的动力。这种教学形

式更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学生更愿意在课堂上

展示自己；教师也能够通过学生改编的歌曲深入地了

解学生的兴趣爱好，在以后的教学中更进一步地针对

学生开启教学。

五、 丰富课堂教学活动，增加学生传承

意识

如果教师单纯地通过音乐知识来渗透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那么学生学习的内容是有限的。要想提高课

堂教学效率，就应该开启多样化的教学，结合教学内

容构建教学活动，通过实践活动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

围，让学生在课堂上掌握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教师

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构建活动主题，让学生以具

体的教学主题进行实践，不断活跃学生的学习思维。

例如，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举办“我爱唱民歌”的主题

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引导学生在课堂

上展示自己。同时，教师可以设计“我知道的民歌”

主题活动，让学生说出自己知道的民歌，不断丰富学

生的知识，提高学生的欣赏能力。有的学生很喜欢《茉

莉花》，有的学生喜欢《采茶灯》，而有的学生喜欢《战

长沙》，教师可以选择不同的版本，在课堂上带领学生

进行比较欣赏，不断提高学生传承音乐文化的意识。

同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根据传统音乐文化设计教学海

报，并且安排教学内容，以此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学生通过实践教学活动，能够很好地感受传统音乐的

魅力，并且在学习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思维，在以后的

音乐课堂上也会积极主动地学习传统音乐知识。

六、 开启多元教学评价，提高音乐教学效率

教学评价在课堂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根

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结合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开

展教学评价，能够很好地激励学生，让学生产生音乐

学习的动力。教师在课堂上评价学生时应该采取多元

化的教学形式，不仅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还需要提

高教学效率。除了注重音乐技能的评价，教师还需要

注重学生对音乐情感的评价，结合学生的音乐创造能

力开展多元评价。教师从不同的角度评价学生，能够

深入挖掘学生的学习潜力，肯定学生的学习优点，不

断激励学生主动学习音乐知识。音乐是一门偏重情感

的学科，教师从情感的角度来评价学生，能够让学生

深入理解音乐、欣赏音乐，这对学生的学习有着积极

的促进作用。因此教师在对学生进行音乐评价时，要

注重学生的情感，结合学生的审美开启多元评价，以

鼓励性评价为主。这样能够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让

学生在课堂上感受到成功的喜悦。教师在评价学生音

乐学习能力时，不应该以单一的技巧为评价标准，而

是要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演唱节奏、感知能力、欣

赏能力等综合知识技能开启评价，这样才能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音乐创造能力是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创新自身的思维，进行即兴创作，运

用音乐材料开启实践创造。教师肯定学生在课堂上的

创作，鼓励学生主动改变音乐，能够不断激发学生的

创造能力。比如，教师在带领学生学习《自由探戈》

这节内容时，可以让学生根据音乐内容进行改编，鼓

励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自由创作。教师根据学生在课堂

上的表现开启多元评价，不断激励学生，进而提高学

生的音乐创作能力。

总而言之，在高中音乐教学中，教师潜移默化地

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学习传统音乐知识，

能够增加学生的文化传承意识，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教师要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

环境，让学生沉浸在课堂学习中，进而提高学生音乐

学习能力；通过渗透传统知识，丰富课堂教学活动，

让学生在实践学习中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作者单位

系重庆市梁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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