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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文化在高职院校声乐教学中的融入策略分析
梁　韵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近几年，高职院校越来越注重声乐课程的教学，而且将重点放在了传统音乐文化的融入教学方面，但是由于相关教学方法和

策略还不够完善，因此在教学质量方面还达不到理想的标准。而为了让高职学生们肩负起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重任，必

须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对应的措施，合理组织课堂教学，提高学生学习和深入了解传统音乐文化的兴趣。因此，本篇文章以传统音乐文

化与高职声乐教学的融合为切入点，通过阐述传统音乐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声乐教学中的积极意义，深入探究并总结出相对应的实践策略，

以期能最大限度地提高高职院校声乐教学的质量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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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音乐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高职院校的声乐教

学受到了越来越多教师的重视，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提高声乐教学

的质量，如何丰富教学内容。而传统音乐文化由于其自身的文化底

蕴以及丰富的艺术元素，如果能被很好地融入高职院校中的声乐教

学中，那么无疑是锦上添花，不仅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得到了传承

和发扬，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丰富了声乐课的教学内容，提高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并有助于学生综合音乐素养以及艺术修养方面的提升，

为提升音乐的鉴赏能力和学习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传统音乐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声乐教学中的积极意义

（一）传承并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民族文化

在传统民族文化中，音乐文化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它是中

国上下五千年艺术的沉淀，也是民族历史最直接的体现。例如我

们熟知的出自内蒙古的呼麦，唢呐艺术等都已经被列入了中国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传统的音乐文化正是中国优秀传统民族文化

的瑰宝。在聆听传统音乐的时候，更便于追溯到一个民族的历史，

也将让聆听者对民族的文化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因此，如果能在

高职院校的声乐教学中融入传统音乐文化，无疑是对传统音乐文

化最好的发扬和传承方法，也能让学生对我国的发展进程有更清

晰的认知。

（二）提升学生综合音乐素养以及艺术修养

随着科技与信息时代的到来，社会以及企业对人才的高要求

促使着各类高职院校更注重对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上面，而对于

声乐教育，则要将重心侧重于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和音乐鉴赏能

力。而传统音乐文化正是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沉淀，随着时代的

不断变迁，其精髓如果能被融入现在高职声乐教学中，那么对于

提升学生的音乐和艺术修养，掌握丰富的声乐知识以及加深对中

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认知方面具有更积极的作用。此外，学习中国

传统音乐文化，也是在潜移默化地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我

国优秀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对培养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接班人意义

非凡。

（三）丰富声乐课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

首先，我们来共同探究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

多的现代流行音乐要融入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在我看来，其最重

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传统音乐自身所蕴含的丰富的内容和特有

的音乐形式，往往传统音乐的灵感都来自我们的生活，不仅唱起

来更朗朗上口，而且其蕴含的独特区域文化内涵是其他音乐形式

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在高职院校的声乐教学中如果能将传统音

乐文化恰当地融入进去，那么不仅能打破传统音乐课堂的教学模

式，更能提高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和热情，让他们在传统音乐的

世界中尽情放飞自己的思想，充分感受到传统音乐文化的魅力所

在。而这一举措更是推进高职声乐教育事业持续向前发展的加速

剂，是我国建立具有特色声乐教学体系的有效保证。

二、传统音乐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声乐教学中的有效策略

（一）转变教学理念，提升教师综合素质

1. 教师需要转变教学理念，不仅仅要学习西方音乐，更要将

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和相关知识结合声乐教学的具体内容进行适

当地融入，因为文化，还得是我们民族自己的。纵观现在的高职

声乐教学课程，虽然已经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内容，

但是这些内容所占的比例少之又少，而且大部分都是以理论教学

为主，学生没有相关的实践活动，因此在了解和学习起来并没有

往心里面去，最终导致教学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基于此，为了改

变这一现状，首先教师们要做的就是改变教学理念，将学习中国

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性先提升上来，打破固有认知，不单单只是

教授现代音乐或者西方音乐的相关技巧，而是要将中国传统音乐

文化的精华提取出来和同学们分享，从而促使学生们更深入地了

解我国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内涵。

2. 提升教师综合素质，不仅仅包括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音

乐素养。因为传统音乐其形式多样化，表达内容更是富有深意，

如果音乐教师对音乐的理解度和认可度不够的话，那么很难将传

统音乐文化的内涵清晰地表达出来和同学们分享。因此，教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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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生们之前首先要确保自己已经了解并掌握了相关音乐方面的

知识，也熟知了音乐想要表达的文化内涵，只有这样，在实际开

展教学工作的时候，才能更充分地引导学生感受不同民族不同文

化的音乐。例如在学习京剧和越剧等传统音乐的相关内容时，老

师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多收集一些关于京剧和越剧的唱段，或者看

一些相关的书籍和节目，通过节目中专业人士的点评话语来掌握

京剧和越剧的歌唱技巧和情感表达，通过相关书籍的描述更全面

的了解京剧和越剧的起源和发展，追溯历史，用专业的知识来武

装自己，从而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更自信的表达。

（二）创新教学模式，加强学生情感体验

首先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于高职院校

声乐课堂教学手段有了更高的期望值，传统的教学模式只是将重

点放在了老师教学生唱方面，而忽略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但是现在情况大大不同，高职学校的声乐教学设备全部和现代科

技接轨，而声乐教学的资料也向着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因此，

在将传统音乐文化与声乐教学实现有效融合的过程中，教师需要

熟练运用多媒体设备，将有关传统音乐的内容结合多媒体进行展

示，更便于学生了解和掌握。另外，由于传统音乐文化来自不同

的地域，它将地域的风土特色以及语言特点集于一身，想要学好，

那么就要掌握歌唱的精髓。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先引导

学生熟悉传统音乐的曲调，然后再聆听歌词，掌握想要表达的中

心思想，最后加入情感来演绎歌曲，这样唱出来的歌曲更有感染力，

也更能引起听者的共鸣。

例如我们以传统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为例，在进行声乐

教学的过程中，首先老师先将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以及所要表达

的情感进行详细阐述，然后结合多媒体，可以让学生学习几个新

疆舞的代表动作，例如手腕翻花、动脖子等，让学生从舞蹈动作

中深入感受维吾尔族的文化特色。或者老师可以在课前准备几块

红布，让学生两两一组分别借助红布道具演绎这首歌，让他们身

临其境地感受这首歌曲的欢快和热烈。

（三）丰富教学内容，提升学生音乐感知力并有效应用

从实际高职院校声乐教学的现状来分析，由于每个同学的理

解能力、审美能力、文化水平以及兴趣爱好等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在对于传统音乐文化的认知上面参差不齐，各不相同。而作

为声乐教学的主导者，这时候老师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来激发学生

的感知潜能，提升学生对音乐的感知能力，并能够有效运用于平

常对音乐的鉴赏方面。而其中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让学生自由自

在地表达和宣泄情感。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学习中国民族乐器二胡独奏曲《赛

马》时，由于这首歌曲并没有涉及演唱的部分，在歌唱技巧教学

方面教师可以省略，而要将重点放在学生对这首曲子的旋律理解

和掌握上面。在老师播放原曲的时候，尽情地让学生闭上眼睛跟

随二胡的旋律节奏自由畅想。之后，老师还可以问问同学们假如

给这首曲目配上画面，那么你脑海中的画面是怎样的呢？二胡这

一乐器给你的最初印象是怎样的呢等等，鼓励学生勇敢地发表自

己的看法，或者老师可以让同学们分组进行交流。

另外，为了提升课堂的趣味性，给同学们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如果班级内有同学会二胡这种乐器的，可以让同学们一一进行展示，

如果有擅长其他乐器的，也可以按照《赛马》的旋律弹奏出来，让

同学们进行比较，不同的乐器在演绎同一首歌的时候有怎样的差别，

也可以让同学们在欣赏他人表演的时候充分感受到音乐和乐器带来

的魅力。这样做一方面是对学生主体地位的直接展现，而更重要的

是锻炼了学生们的互动能力，有效提高了声乐课教学质量。

（四）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引进先进的教学设备

为了更快速、更高效的实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高职声乐教

学的有效融合，势必需要专业性更强、综合素质更高的师资队伍

作为主导，如此更有助于学生对传统音乐的深入理解和音乐整体

素养的提高，特别是对于传统音乐的发声和演唱技巧方面有更大

的进步。如果有必要，教师还可以自行学习一些较为经典的传统

文化代表曲目给同学们展示，这样学生在学习和理解起来会更直

观，也更形象。如果教师自身不能满足，那么这时候就要借助多

媒体教学设备了。因此，学校在对声乐教学相关设备的资金和精

力投入上面一定不要吝啬，力求为学生打造全方位的视觉和听觉

盛宴，最基础的设备包括投屏、音响、麦克风、各种乐器等等，

都能确保学生在听觉视觉享受的基础上更好地对音乐相关知识进

行深入学习和鉴赏。

另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共享平台不间断地发一些相关音乐的

鉴赏和学习活动，当然，也可以在平台上分享一些其他老师的优

秀教学视频供同学们学习，这样一来，尽管在课余时间，学生也

能通过平台进行传统音乐文化的拓展学习，从而帮助学生获取到

更多专业的、科学的传统音乐文化的相关知识。

三、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高职声乐课堂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要想将

传统音乐文化与声乐课堂教学巧妙地结合，提升课堂的活力与气

氛，那么各位老师首先要做的就是革新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

将传统音乐的融入发挥到极致，在让同学们感受到传统音乐文化

魅力的同时，同学们将更愿意主动承担起发扬和传承传统音乐文

化的重任，最终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多高素质、高技能型的综

合音乐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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