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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文化自信。
2. 提高学生的音乐能力
在高校音乐教学中，学生的音乐能力主要包括学生的音乐创造

力、音乐赏析力等，在高校音乐欣赏类课程中渗透多元音乐文化，
可以提高高校学生的音乐能力。

在音乐创造力方面，音乐创造需要有更加开阔的音乐世界和更
加包容的音乐视野，在高校音乐欣赏类课程中渗透多元音乐文化之
后，很好地给学生创造这两方面的条件。以我校学生为例，在我校
对于多元音乐文化因素渗透较少时，我校学生的音乐创造特点平平，
音乐作品同质化十分严重。在大力渗透多元音乐文化之后，我校学
生对各民族音乐都有了一定了解，对于自己喜欢的各民族音乐特色，
会杂糅进自己的音乐作品中。现在我校大部分学生都有了属于自己
的音乐风格，音乐作品多元化趋势明显。

在音乐赏析力方面，对音乐的赏析不仅仅是对作曲手法和创作
技巧的学习，还包括对音乐作品背后文化因素的感悟 [4]。在高校音
乐课堂中渗透多元音乐文化，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感知力，让学生
体会音乐作品背后的文化因素，提高学生的音乐赏析力。以我校学
生为例，在对音乐多元文化渗透不明显时，我校学生对于《第六悲
怆交响曲》的赏析只能停留在作曲手法阶段。但是，在大力渗透音
乐多元文化之后，我校学生在赏析《第六悲怆交响曲》时，感受到
了作者柴可夫斯基在创作音乐时的黑暗的悲苦的时代背景，体会到
了音乐作品背后的文化因素，提高了自己的音乐赏析力。
三、高校音乐欣赏类课程中多元音乐文化的渗透路径
1. 做好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师资力量
在音乐赏析课程中渗透多元音乐文化，对音乐赏析课教师的素

质要求特别高。因为在音乐风格的选择、音乐作品的选择、音乐种
类的选择方面，都依靠教师来进行。另外，音乐的欣赏是抽象的，
如果教师的素质不够高，就很难真正将学生引导进具体的创作情境，
音乐作品也就随之失去了真实性。

因此，要在高校音乐赏析课中渗透多元音乐文化，首先要做好
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师资力量。教师要有足够的知识底蕴和鉴赏能
力，因为音乐的背后是文化，在对多元音乐文化渗透的过程中，教
师还要将背后的文化因素展示给学生 [5]。另外，教师还要有与时俱
进的能力和一定的创新手段，因为对多元音乐文化的渗透不能仅仅
依靠教师的口述和面授，教师还要将现代科技手段融入到教学中来，
让学生更好地体会到多元音乐文化。
2. 加强学生对多元音乐文化的认同
在高校音乐赏析课中渗透多元音乐文化，主要的动力源在于学

生。只有学生认同多元音乐文化，才会积极配合教师，完成多元音

探析高校音乐欣赏类课程中多元音乐文化的渗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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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元化是当前文化发展的趋势，音乐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
也应该向多元化发展。高校是培养音乐人才的重要场所，因此，一
定要注重对高校音乐类欣赏课程中的多元音乐文化渗透，以培养高
校学生的音乐综合能力。
一、在高校音乐欣赏类课程中渗透多元音乐文化的现存问题
1. 音乐欣赏类课程设置不科学
当前我国很多高校，在将多元音乐文化渗透到音乐欣赏类课程

的过程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音乐欣赏类课程的设置不够科学 [1]。
有些高校过于重视多元音乐文化的渗透，忽视了本民族音乐文化的
主体地位；还有些高校过于强调本民族音乐文化，其他民族的音乐
文化赏析课时非常少。这都十分不利于对学生音乐能力的培养。
2. 音乐欣赏类课程教学内容过于简单
音乐欣赏类课程的教学内容过于简单，这也是当前我国很多高

校在将多元音乐文化渗透到音乐欣赏类课程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
的问题。因为，音乐欣赏课是依托学生开展的，对多元音乐文化的
渗透也需要有学生配合才能进行。如果音乐欣赏课的教学内容过于
简单，就会降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利于多元音乐文化的渗透 [2]。
二、在高校音乐类欣赏课程中渗透多元音乐文化的作用
1. 增强学生的民族音乐文化自信
民族音乐文化自信，并不是夜郎自大，而是在接触过其他各民

族的音乐文化之后，了解了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点和音乐文化优势，
由内而外地对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产生自信心。在高校音乐欣赏类课
程中渗透多元音乐文化，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音乐文化自信。
    高校学生是国家未来的人才，高校学生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态度，
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未来的社会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态度。在高校音
乐欣赏类课程中渗透多元音乐文化，可以打开学生的耳朵，让学生
认识到其他优秀民族文化的优势，也会让学生对自己本民族音乐文
化的优势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3]。在认识音乐文化多元性和学习音乐
文化多元性之间，增强学生的民族音乐文化自信。

以我校为例，在我校音乐赏析课中多元音乐文化因素较少，主
要以民族音乐文化为主时，学生对民族音乐文化的兴趣平平，认为
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更加先进。在音乐欣赏课中渗透多元音乐文化
之后，学生对于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也发现
了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优势。根据笔者调查，现在我校百分之六十的
学生的音乐播放软件中都有学生十分喜欢的本民族音乐。这在一定
程度上显示出经过多元音乐文化的渗透之后，我校学生有了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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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文化的渗透。学生应该对音乐赏析课堂中的多元音乐文化有一个
大概的认知，才会在之后开展的音乐赏析课堂中，自动自觉地将多
元音乐文化渗透到对音乐的欣赏当中去。

在加强学生对多元音乐文化的认同过程中，教师应该对学生起
到积极引导的作用。教师要向学生介绍世界各国民族音乐文化的特
色和价值，让学生了解在音乐赏析课中渗透多元音乐文化是有意义
的，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6]。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向学生
展示不同民族的不同音乐文化，让学生深深感受到不同音乐文化各
自的独特魅力，让学生产生想要借鉴和学习的积极性。

以我在教学中实操为例，先通过各种传媒手段，让学生看到各
民族独特的地理景观和风土人情、看各民族人民的本民族歌曲、看
各民族人民载歌载舞的情景。学生在看到这些之后，眼界被打开，
学习兴趣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激发出来。学生对多元音乐文化十分认
同，在音乐赏析课堂上可以很好地配合教师，完成对多元音乐文化
的渗透。而且现在该班学生的音乐创造力和音乐想象力也十分丰富，
能够在特定的氛围中体会到特定的音乐文化。      
3. 坚持立足本民族音乐文化
本民族音乐文化是学生一切多元音乐文化的基础，因此，在音

乐赏析课上渗透多元音乐文化时，一定要坚持立足本民族音乐文化。
立足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含义是，学生在对多元音乐文化进行鉴

赏和学习之前，要首先理解和认同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对本民族音乐
文化有准确的认知和系统的把握，对本民族音乐文化有自豪感。在多
元音乐文化渗透进来之后，也要自尊自信，立足本民族音乐文化。
    但是立足于本民族音乐文化并不代表学生要认为本民音乐文化高
人一等。教师要引导学生尊重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促进本民族音
乐文化和世界民族多元音乐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为本民族音乐文化
的发展和传承营造更加广阔的空间，[7] 让本民族音乐文化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4. 理清音乐与文化的关系
在多元音乐文化渗透到高校音乐赏析课的过程中，很多高校教

师对于音乐和文化的关系争议颇多。有些高校教师认为要想渗透多
元音乐文化，就要文化为主音乐为辅，在音乐赏析课中大量注入文
化因素；有些高校教师认为要想渗透多元音乐文化，立足点还是要
在音乐上，要音乐为主文化为辅。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不科
学的地方。音乐和文化并不是割裂开的，不存在某方为主另一方为
辅的情况，在高校音乐赏析课中渗透多元音乐文化时，应该兼顾音
乐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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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应该找到音乐和文化的平衡点，既要注重所选音乐的代表性，
又要注重音乐背后的文化因素。因为在音乐赏析课中注入多元音乐
文化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了解更多民族的音乐文化，不仅仅是音乐本
身，还包括音乐创作时该民族的社会背景，让学生理解该民族音乐
背后传达出来的真正有价值的事物。
    以我校音乐赏析课实践为例，我们对如何在渗透多元音乐文化时
理清音乐与文化的关系颇有心得。在进行音乐赏析教学时，选择的
其他民族音乐都是有代表性的，可以代表其他民族某一历史事件或
者社会现状的音乐作品。例如能够反映纳粹大屠杀时期的历史信息
的《Waiting for the Worms by Pink Floyd》、背后有宗教色彩
和悲剧色彩的《马太受难曲》等。在向学生展示具体的音乐作品之前，
都会对该作品背后的文化因素进行介绍，把学生带入到作者创作音
乐时的具体心境，让学生对该作品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提高学
生的音乐鉴赏力和感知力，完成多元音乐文化的渗透。
5. 丰富音乐类欣赏课程教学内容

     当前我国很多高校的音乐欣赏类课程教学内容都比较单一，因
此在将多元音乐文化融入到音乐赏析课的过程中，要注意音乐赏析
课教学内容的丰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8]。与此同时，教师也应该
意识到，就像音乐具有残缺美一样，多元音乐文化也不能面面俱到
地渗透到音乐赏析课程教学中，因此在对音乐赏析课的教学内容进
行丰富时，教师应该有所侧重，根据每一节课主要的音乐文化内容
设计教学重点，帮助学生开展学习。

以我校音乐赏析课为例，在进行多元音乐文化的渗透时，将世
界民族音乐大概分为欧洲音乐、美洲音乐、非洲音乐几个大的板块，
在进行音乐作品的选择时，主要选择那些能够代表一定的历史时期
的一定的历史事件的作品，还对音乐风格进行了区分，主要有轻松
明快、浪漫优美、悲怆凄凉几大风格，分板块分类别向学生进行渗透。
学生对多元音乐文化有了更加系统化的认识，多元音乐文化在音乐
赏析课上的渗透效果特别好。
四、结语

在高校音乐欣赏课中渗透多元音乐文化，不仅是当今世界音乐
文化发展的需求，也是学生个人音乐能力培养的需要。高校音乐欣
赏类课程教师要积极探索，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措施，引导学生将
多元音乐文化渗透到高校音乐赏析课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