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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

以及多样的文化形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现在大多数人们只能通过抽

象的语言去了解传统文化，但是音乐教师可以利用音乐课堂

教学，从音乐背景—挖掘歌词—欣赏音乐—演唱歌曲等四个

方面对音乐进行了解分析，让学生更深刻体会传统文化的色

彩、腔调和情感，实现我们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并

奠定基础，使中国的音乐文化充满民族特色。

音乐教育是推动传统文化传递的重要途径，这是两者

之间关系尤为本质的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近年

来传统文化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当今社会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之际，音乐教育在促进传统文化传递的同时，传统音乐

也为初中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

国家，传统文化丰富多样，传统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

多样性特征，是音乐教育中丰富而宝贵的资源。特别是新时

期素质教育的倡导下，音乐教育非常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

升，广泛接触音乐资源，增强审美意识对学生今后的成长尤

为重要。将传统文化融入课堂之中，可以起到丰富教学内

容、创新教学模式的作用，是学习积极推进素质教育的需

求所在。学生接受传统文化的艺术熏陶，对自身的艺术修养

提升也具有积极的作用。这无疑都是音乐教育多元化发展的

方向。

音乐不同于其他课程，它被赋予独特的情感，每一首

曲子的歌词和编曲都是在一定的创作背景下产生的，它反映

编曲者在一段时间内的情感和想法。让学生了解歌曲的创作

背景，不仅能够使学生正确地理解歌曲的音乐情绪，而且能

自信、有感情地表演 [1]。

以八年级音乐课本中的歌剧《白毛女》为例。《白毛

女》取材于中国河北省西北部的一个民间传说，主要讲述喜

儿被地主黄世仁虐待，在大家的帮助下，喜儿终于从黄家逃

出，躲藏在深山山洞里，三年暗无天日的生活使她成了“白

毛女”。后来部队来到喜儿家乡，解放了村庄，百姓斗倒了

地主，喜儿也得救的故事。这首曲子采用河北、山东、陕西

的民歌素材和音调，使音乐和剧情紧密联系，生动展示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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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人们被地主压迫的悲伤和被八路军救援的喜悦，它

标志着新歌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通过介绍背景，同

学们不仅能感受到歌曲旋律所传达出的情绪，了解不同人物

的形象，而且还会使同学们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

强民族意识，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音乐教材中的作品积极进步、情感丰富、蕴含深刻。

教学过程中，可以注意挖掘歌词中的精神力量，用积极进步、

情感丰富、蕴含深刻的歌词来打动学生的心灵。歌词中潜藏

着许多传统文化，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这笔宝贵的资源，引导

学生感受并体验音乐传统文化的魅力。

例如，在《游击队歌》一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可

以引导学生朗读歌词，赏析歌词，像“我们都是神枪手，每

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通过朗读歌词，学生能够了解

在日寇侵略中国的危急时刻，军民团结一心、奋勇杀敌的斗

争历史，感受游击战士英勇顽强、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和革

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此基础上学习并传承游击健儿的精

神，结合自身学习情况，并明白学习成绩的好坏取决于自身

的努力，应该勤奋好学、不怕艰苦，这样才能有所成就。

然而，现在的音乐课堂教学中，很多教师注重的是节

奏和旋律，却很少探究歌词，认为它是属于文学的范畴。实

际上，这忽视了音乐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同样具有育人的

功能，可以使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获得提升。在对歌词的分

析研讨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挖掘歌词所蕴藏的育人力量和传

统的文化因素，适时地开展文化教育，以便更好地传承中华

传统文化 [2]。

音乐以它独特的方式用听、唱、奏来抒发人们的情感，

表现生活，展现民族特色。欣赏音乐我们通常是从感性认识

到理性分析再回归歌曲本身，这样可以帮助同学们更好地领

悟其中的文化内涵。音乐里的节奏、旋律、速度、调性都有

其含义，在教学过程中，首先带动学生粗略听一遍音乐，在

感性视角体会歌曲。刚开始时音乐能从感官上打动你，让你

激动或者让你悲伤，这是音乐的情感传达。在进一步的乐曲

分析过程中，给学生介绍节奏，旋律，调性等，提高学生的

音乐鉴赏能力，也能帮助学生领会歌曲含义，为传承传统文

化做好铺垫。

例如，《白毛女》的两个片段《北风吹》和《扎红头绳》

具有两种不同的情感。《北风吹》是刻画喜儿性格的主要基

调，在聆听这首歌时，我们会发现这首歌节奏舒缓，旋律亲

切流畅，由此可以推测出喜儿原本活泼开朗、淳朴天真，期

待父亲回家的迫切心情。而《扎红头绳》是刻画喜儿父亲杨

白劳性格的歌曲，杨白劳为女儿扎红头绳，表达了父亲对女

儿的疼爱。通过欣赏这两个片段，体会这两种不同的情感，

不但提高学生的音乐感悟能力和审美能力，同时对反动势力

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有很好的领悟。

在介绍背景，挖掘歌词和欣赏音乐后，让学生自由练

习演唱歌曲，深入体会歌曲创作时作者的情感，体会文化的

意趣。在演唱过程中，学生们通过回忆歌曲听的时候的节奏

和旋律来唱出自己对歌曲的理解。演唱是学生与歌曲亲密接

触了解的时刻，同学们在听歌的时候或许无法领会旋律的情

感，但在自己哼唱时会得到新的想法。另外，演唱是学生“打

开自己”的时间，在音乐分析过程中，学生总是被动吸收，

欠理解思考，但是在演唱中，学生可以找到音乐的乐趣，促

进理解音乐作品，也能对这首曾经唱过的歌印象更深刻，找

到音乐乐趣的同时学习并领会音乐作品的文化意趣，更好地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作品 [3]。

除此之外，演唱可以使学生找到自己的缺漏点，哪个

部分调子不对，或是哪个部分感情没有理解到位，节奏太慢

或太快……在歌唱中，学生们体会歌曲背景文化，将作者的

情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更富有感染力和共鸣，激发学生学

习音乐的兴趣。

每一首歌曲都体现了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它或许是一

个时期风气的体现感触；或许是因对某种精神的震撼感慨；

或许是想传达继承一种艺术文化，当我们教学生学习这些歌

曲的时候，也在教他们一种价值观，一种世界观。所以，音

乐教师教给学生的不只是简单的音乐知识，还有中国优秀的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在初中音乐课堂中的渗透，使学生的审美和

鉴赏能力得以提高，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希望每一位教育工

作者都能深深扎根在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土壤中，辛勤

播种，辛勤培育，让每一粒优秀文化的种子都能开出绚丽的

民族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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