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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声乐教学中传统音乐文化的融入

【摘     要】 在当下的时代当中，流行音乐非常受年轻一代的喜爱，各类流行音乐元素的渗入，导致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受到了一定影响，

以至于传统音乐文化逐步失去了在高校声乐教学当中的重要地位。高校学生追随潮流，不再重视传统音乐，导致音乐教师也受

其影响，将流行音乐作为课堂的主要教学内容。这样的教学现状不利于传统音乐文化的发扬与传承，因此本文对高校声乐教学

中融入传统音乐文化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能够有效将传统音乐文化融入高校声乐教学中的方法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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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我国的艺术瑰宝，是音乐家前辈们对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进行研究而留下的宝贵结晶，对于我国的音乐历史具有非凡的意义。在现代的声乐教学当中，将传统音乐文化与发达的教学技术相融合，既能够保证我国的优秀音乐文化得到有效传承，同时也能够提高学生的声乐素质，使高校的声乐教学能够有所成效。
一、传统音乐文化的特点
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讲究的是“字正腔圆”，是受我国的传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审美观念，也是评价传统音乐质量的一大标准。演唱传统音乐的过程当中，要求吐字要清晰的同时对每个声部的着力点进行把握。另外，字正还体现了我国对音乐的理解，如对演唱内容的理解、音乐素养的理解。腔圆是一种音乐艺术性的体现，腔调的婉转与表现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主要表现在音乐旋律上，也是音乐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 [1]。因此在对传统音乐进行演唱时，需要满足“字正腔圆”的前提，才能够得到听众的认可并引起共鸣。除去要求演唱要字正腔圆外，传统音乐文化还有另一个特点，具体体现在对音色的要求上。演唱时用不同的音色能够表达出不同的感觉，演唱者需要通过自身对音乐的理解并加入个人情感色彩用音色表达出来，而且不是所有的演唱者都能做到这一点，优秀的音色表现能够体现出演唱者的声乐功力。另外，润腔也是传统音乐演唱技巧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演唱者能够通过自身的能力来将普通的音乐演唱得别具风味，他们将自身饱满的情感赋予在传统音乐之上，让音乐具有了生命力，并且在过程当中逐渐形成具有个人特征的演唱风格。润桑能够刻画出音乐当中的细节，使整首音乐具有一定的起伏，甚至能将完整的故事呈现给听众，牵引着听众的情绪随音乐而波动。

二、高校声乐教学融入传统音乐文化中存在的问题
1.流行音乐对传统音乐的冲击如今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不仅限于经济政治，还有文化之间的传递与沟通，在这样的趋势下，流行音乐元素涌入了我国，因为其鲜明的情感、明快的旋律等等而受到我国年轻人的追捧。流行音乐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观念，但对我国的传统音乐形成了冲击，导致传统音乐在青年群体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逐渐失去其原有的重要地位，进而导致在高校声乐教学当中，传统音乐文化难以融入。

2.学生的积极性不高新一代的学生对于传统音乐文化的了解非常少，由于传统音乐文化自身具备的特性不便于学生接受理解，因此学生很难产生对传统音乐的兴趣，从而主观上不愿意学习接受。另一方面，流行音乐在我国流传得非常广，发展的时间也较长，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知及接受，并且受时代潮流导向所致，让学生产生了错误认知，认为传统音乐文化没有发展前途，基于这样的想法导致了高校声乐课堂对于传统音乐的教学活动难以开展，并且难以取得成效，
3.教师不重视当前任职于高校的音乐教师大多年纪较轻，对传统音乐文化的认知不够深，为了满足学生们的需求而选择进行流行音乐的教学，没有重视起传统音乐文化。另外，学校方面也没有对传统音乐教学的推进采取有效措施，不关注声乐教师的教学安排，只注重学生的成绩。

三、高校声乐教学中融入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价值
1.促进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传统音乐文化是在我国的历史进程当中缓慢发展而来，因为其起源的不同，而形成了多样的表现方式，包括古代朝堂当中的宫廷音乐、民间的农民歌谣、宗教音乐等等。通过对这些音乐文化的深入研究，能够从中观察到我国历史的演变，这也是我国民族文化当中国的一部分。因此需要加强对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视度，不能让这种宝贵的文化消失在我国的发展当中。对此，需要学校方面以所在的地域音乐特色为基础，并将民族音乐合理引入到声乐课堂当中去。这样有利于加强学生对民族音乐的理解，并对弘扬传统音乐文化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提高高校声乐教学质量由于我国民族存在着多样性，不同民族之间的传统音乐文化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独特风格。但因为当前的声乐教学内容大多以流行音乐为主，导致了教学内容过于单一，对学生的声乐发展没有起到太大作，影响到整体的教学质量。针对这样的情况，需要将不同的民族音乐文化融入到高校声乐课堂教学当中，使教学内容多样化，还能够促进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也是在为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而做出努力。
3.培养优秀的音乐人才在时代发展的进程当中，对于音乐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需要正确看待传统音乐文化，将其中的优秀部分继续发扬下去，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增强民族自信心，并培养爱国精神，为祖国提供大批可用的高素质音乐人才。

许潇尹
  海南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海南海口    570228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2卷第 10 期 2020 年

学习情境，让学生在课堂当中体会到传统音乐的独特魅力所在，并了解作家创作时的心情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加强与学生的互动，显示对创作背景进行介绍，再提出相关的问题来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并体会音乐当中的情感，通过练习后能够做到将音乐按照要求流畅演唱出来。例如：在《在那遥远的地方》教学过程中，大部分高校学生在刚接触这首音乐作品时，第一感觉是这首歌曲是情歌，未能真正意义上理解这首歌曲的内涵 [5]。因此，在课堂开始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查阅相关的资料，对歌曲背后的故事进行了解，并且提供过教师的讲解来正确理解其中的音乐情感，并在学习歌曲的演唱技巧之后，进行练习并演唱。
4.应用科学技术设备，助力声乐教学现如今的科学技术十分发达，而在音乐的学习当中，对于音质的要求很高，因此，根据音乐课堂对音质的需求，教师可以引入先进的教学设备到课堂当中，用适当的乐器及多媒体播放的方式，让学生通过演唱实践来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教师的协助来将问题解决，从而更好地进行音乐学习。例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山路十八弯》这首民歌进行教学时，可以通过视频播放的方式，为学生展示原唱歌手的演唱技巧，并观察歌唱比赛当中其他选手的演唱方式，让学生从中获取到演唱经验，了解这首具有强烈民族特征的传统歌曲的演唱难点所在，并且体会到土家族方言的独特魅力，用多媒体的方式帮助学生进行声乐学习。除此之外，教师还需要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及教学能力，教师只有全面了解传统音乐文化、能将个人思想情感注入音乐中，才能真正体会传统音乐文化的奇妙之处，带领学生更好地进行传统音乐文化的渗透式学习 [6]。

五、结语
我国的传统文化蕴含着极强的生命力，与我国传承千年不灭的民族精神相辅相成，而传统音乐文化同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是能够根据时代发展作出调整并且长远地延续下去的。传统音乐文化在高校的声乐教学当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将其发扬传承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声乐能力，并能够增强学生的爱国精神及民族自信心，为调高学生的学习效果起到重要的影响，并为我国培养出优秀的声乐人才。
课题：海南基层非遗文化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以临高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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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校声乐教学中融入传统音乐文化的方法与策略
1.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促进声乐教学在高校声乐课堂内开展传统音乐文化教学，首先需要对传统音乐文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传统音乐包含多种音乐表达方式，对我国各个地区的人文都有不同程度上的体现，且具有明显的情感特征。音乐教师要带领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了解，打好学习的基础再开展下一步具体的教学活动。例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五声调式教学时，首先需要了解到蒙古族和汉族的传统音乐大多都为此种调式，古人是用“宫商角徵羽”来对其进行表述，分别对照应着七声音阶当中的

12356。五声调式也就是只有五个音阶的调式，与流行音乐的七声调式存在很大差别，五声调式给人的感觉会更加的温柔或悠扬，能够用于表达各种情感，其中的典型例子包括：《茉莉花》、《义勇军进行曲》等等。用蒙古国作家萨如拉赛罕的歌曲《生命的故乡》来举例，这首歌当中的主音是 6，也就是羽，羽调式在蒙古族的音乐当中非常常见，如《赛马》、《敖包相会》等等。通过教师对这些内容的讲述，让学生了解到我国传统音乐常用的调式，并对其具体内容进行学习。
2.改革声乐教学模式，推动声乐教学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要和高校声乐教学结合起来，就不能继续沿用传统的教学策略，而是对声乐教学方案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创新，引入多种不同的新型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参与声乐学习的积极性，引领学生对民族声乐作品进行深层次解读 [2]。对此，高校可以在声乐课堂当中引入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及网络课堂。用多媒体全方位为学生展现出传统音乐当中的优秀内涵，并且利用丰富的网络课堂资源，让学生在有限的课堂教学外，能够自行观看并学习更多的传统音乐知识。此外，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来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因材施教，让学生能够得到有效的学习，并且体现出了学生在声乐课堂当中的主体地位。例如，选择周杰伦的《兰亭序》《菊花台》《烟花易冷》等。针对这样的特点，教师可以选择一些学生比较感兴趣的流行音乐与传统音乐文化相结合的歌曲，在课堂上带领学生进行演唱 [3]。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是教师对自身教学能力的摸索与提升，能够有效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
3.重视互动情感表达，体会声乐艺术情感的培养并非一件易事，这就要求教师在开展声乐教学的过程中贴近学生的性格特点 [4]。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不同的音乐教学时，需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并营造出与音乐相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