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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在初中音乐欣赏课中的问题与对策
张金芳

（苏州大学附属尹山湖中学，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发展的原动力，所以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同时，融入传统文化的教育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当下，针对初中音乐欣赏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而言，首先要做好教学的研究，在授课时融入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

文化底蕴和审美能力。本文针对音乐教学的意义、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现阶段教学中的问题以及把传统文化融入教学之中的方

式方法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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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是一门比较特殊的学科，在对学生进行音乐欣赏

教学的时候，要先把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渗透到教学内容之中，

让学生从多个角度分析和理解音乐作品，体会音乐作品所展现

的文化内涵，传承与保护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我国

的文化发展。

一、音乐教学的意义

古时候人们利用歌的形式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所以当今

时代很多民族都有许多讲述历史故事的叙事歌。换言之，歌已

经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之一，当今时代，学生通过对

音乐的欣赏不仅能提高学生对国家的热爱，也能帮助学生正确

的认识音乐文化及其背后体现的文化内涵，更好地理解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髓，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音乐教育与其他教育有所不同，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在

讲述乐理知识的同时也要做好专业技能的培养和审美能力的提

升，也就是说，教师要做好每个环节的教育。音乐是艺术类的

一种，其特殊性体现在教学方面，无论是歌曲的教学方式，还

是乐器的教学方式，都是通过语言的流露体现的。而且不仅要

依靠耳朵的听觉听声音，还要通过全身的感觉来感受音乐中跌

宕起伏的音乐变化。所以想提升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就要从

审美教育开始。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根”和

“魂”，曾有国家领导人指出：“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发

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根本，就是隔断了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

脉。”“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魂。”中华民族有着

五千多年的历史，孕育了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华民

族树立了精神标识，也在不断地滋养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华传统文

化也被给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当今时代提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其本质就是在不断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诚信、

正义的时代价值，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产

物。所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包含了思想观念、思维的

方式方法和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灵魂所在，有着非常

重要的地位。

三、现阶段初中音乐欣赏教学中的问题

当今时代，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很多人对中华民族优秀

的传统文化关注度逐渐降低，导致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在逐渐

消失。当今时代的人们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导致我国原有的

优秀传统文化被人们遗忘。针对这样的现象，立足音乐教育发

展的角度而言，把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音乐教学之中，即

保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也起到了对学生的教育

意义，让学生在思想认识上更上一层楼。

四、将传统文化融入初中音乐欣赏教学中的方式方法

（一）找出音乐中的文化内涵

教师在选择教学内容的时候，要根据音乐的思想性和艺术

性着手，选择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联系密切的曲目作为教

学内容，能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教育。例如：《高山流水》等古

筝类曲目，通过引导的方式，让学生找出曲目背后的文化内涵，

把曲目与文化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高山流水》讲述的是琴师

俞伯牙在山中弹琴巧遇知音樵夫钟子期，约定每年的这一天在

这个地方见面，第二年却迟迟不见钟子期的身影，寻访家中，

得知樵夫钟子期因病去世，琴师俞伯牙在钟子期的坟前抚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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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哀悼知音后，将琴摔碎并发誓终身不再抚琴。此后便有高山

流水遇知音，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典故。通过这样的历史典故，

可以让同学们明白知音的重要性，对待身边亲人、朋友的处事

方式方法，培养学生思维发展，让学生从欣赏音乐中接受中华

优秀的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

（二）加强音乐与文化之间的联系

音乐是一种文化，是建立在多个文化发展的基础之上，

并不是单一的存在，所以教师在授课的时候要做好相互之间

的转换，把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音乐的教学之中，在讲

述音乐教学内容的同时，挖掘曲目的历史背景，利用中华民

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激活学生的创造力，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教师可以为学生预留充足的思考时间，鼓励学生利用不同的

音乐元素进行个性创作，促使学生独立完成学习目标。通过

提升对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的教育，使学生掌握并熟练应用

这项技能之后，激发了学生对音乐积极学习的态度和深入探

索的欲望，寻找其反应的文化内容，帮助学生取得音乐方面

的成功、懂得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做一个当今时代全

面发展的新青年。

（三）做好技术与文化的协调

音乐教学要坚持其科学性、情感性、合理性，保持技术和

文化统一的原则。换言之，在进行音乐欣赏的教育和培养时，

首先要激发学生对音乐欣赏教育的学习兴趣，时刻关注学生的

情感发展，其次也要注重学生的音乐表现能力。在保证规范的

欣赏教育同时，也使学生接收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

熏陶，了解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使学生产生自主学习的欲望，

自主地将音乐与传统文化融合到一起，在学习音乐知识的同时，

提升自身的文化底蕴，提高音乐的表现能力。

（四）做好传承与保护

音乐的教育形式是丰富多彩的，教师要从欣赏的角度出发

开展审美教育，使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作品中蕴含的背景文化，

提升民族意识对学生的影响，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合理

地渗透给学生。教师也要在授课的同时，讲述音乐作品背后的

文化，使学生更加清楚音乐作品的创作背景，最终实现对中华

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例如：在讲解《清角之操》这

个曲目的时候，就可以融入中华成语故事的讲解，因为这个曲

目就出现在成语故事之中，在战国时期，有一个有名的音乐家

叫公明仪，他的七弦琴弹得非常好，很多人都喜欢听。有一天

他来到室外，阳光明媚，他的心情非常好，见到农田里正在低

头吃草的耕牛，一时兴起就弹起《清角之操》这首曲子，但是

耕牛无动于衷地继续吃草，公明仪认为是自己的琴技不够好，

耕牛听了无动于衷，伤心地离开了，才有“对牛弹琴”的历史

典故。通过《清角之操》这首曲目的讲解，即让学生学会了曲

目本身，也在课程之中融入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添

加的成语知识的讲解，一举多得。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课改的影响下，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

化融入音乐欣赏的教学之中是非常重要的，不仅能激发学生学

习的动力，拓展学生学习的知识层面，提升学生对中华优秀的

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更加准确地理解音乐的创作背景，培

养学生的创作能力，即保护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也更好地完成音乐欣赏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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