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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之有道　 “承”之有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音乐课堂教学的路径和策略

潘丽琴

　 　 【摘　 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音乐课堂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中学阶段音乐教学要以增强

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力为重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音乐课堂教学的路径选择方面讲求“传”
之有道,在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音乐课堂教学策略方面力求“承”之有方。 学生通过音乐课堂学习进行思

维建构,学会像艺术家一样思考;通过创意实践,在艺术活动中赋能成长。
　 　 【关键词】音乐课堂教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策略;传承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
称“新课标”)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现频次高达
24 次,艺术课程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可见一斑。 那么,如何在音乐课堂教
学中“讲好中国故事”?[1] 笔者认为要从传承和弘扬
的角度出发,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音乐课堂教
学的路径选择和实施策略两方面着手。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音乐课堂教学的路
径讲求“传”之有道

我国优秀传统艺术成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艺术,理当是
音乐课程的重要内容。[2] “熟悉并热爱”作为学生学
习中国民族音乐的关键词,在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
中应得到强化。

王安国教授曾在其文章中分析了现行义务教育
音乐教材中外音乐作品的选材比例,指出音乐教材
应鲜明体现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立场,
同时还提出了音乐学科在中华传统文化教学中面临
的一些值得重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3] 一线课堂中,
不少音乐教师在教学某一首民族音乐作品时,由于
自身对中国民族音乐认知不足,会出现“就作品教作
品”的现象:学生聆听音乐谈感受,教师讲述作品的
背景,分析音乐要素,讲解曲式结构,为艺术测评摘
出知识要点。

那么如何破解音乐课堂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
统艺术之“难”呢? 笔者认为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指引下,教师首先应该摒弃“就教材教教材” “就作
品论作品”的陈旧套路,厘清音乐课堂教学是“照着
音乐教材教”,还是“照着人教”。 换言之,我们的音
乐课堂教学是对教材和作品负责,还是对学生负责。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坚持以美育人是艺术课程的基

本理念。 由此,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音乐课堂
教学的路径选择上,笔者根据学生实际,在现行音乐
教材中精选教学素材,进行了从内容单元到学习单
元的建构,探索了音乐学科大单元教学。

(一)在教材自然单元建构中把握学科本质

现行中学音乐教材大多以人文主题展开,由教
材中性质相同或有内在联系的内容组合而成。 如何
在新课标理念下遴选教材中适合融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教学素材显得尤为重要。 以高中音乐鉴赏教
材中的“新音乐初放”单元为例,本单元涉及《祖国
歌》《春游》《金蛇狂舞》 《黄河大合唱》等音乐作品,
笔者以“学堂乐歌对我国近代音乐产生的影响和作
用”为理解线索,通过“以终为始”的逆向设计,在分
析本单元音乐内核的基础上设定学习目标、铺设教
学脉络、开展学生探究活动,逐步引导学生理解音乐
的内涵并形成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影响和作用的结构
化认知。 由此,教师对教学单元的设计路径也实现
了从“内容单元”到“学习单元”的转变。

(二)在教材重组单元建构中落实核心素养

自 2019 年江苏音乐团队的教师们开始探索音
乐学科大单元教学以来,我们以教材内容为研究素
材,对教材进行深度理解、重新规划、重组建构,形成
适应学生的学习需求与素养发展的“学材”。 通过
“学为中心”的教学组织形式,促使大单元教学从“教
教材”走向“用教材教”和“用学材学”。 以初中音乐
“弦管和鸣丝竹雅韵”大单元为例,我们将视角聚焦
在中国民族器乐艺术的“中和”之美上,以《二泉映
月》《春天来了》 《彩云追月》 《紫竹调》 《金蛇狂舞》
《丰收锣鼓》等作品为“学材”,建构了“缤纷多彩的
民族器乐” “丝竹雅韵映江南” “从民俗乡韵到大雅
之堂”“我是国乐推介人”四个学时的学习路径,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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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共同学习中逐步建构起“中国传统民族器乐的曲
调形态和演奏形式体现了中国音乐文化‘和而不同’
的文化内涵”的大观念,让核心素养的培育贯穿音乐
课堂教学的全过程。

(三)在跨学科主题学习中建立理解与关联

“突出课程综合” [1] 作为新课标的课程理念,是
实现艺术课程综合性、实践性的一种积极举措。 如
何以音乐学科教学为主体,加强与其他学科以及自
然、生活的关联呢? 笔者以家乡的民歌为例,尝试建
构了跨学科主题学习“溯流探源———行腔润饰的民
歌与地方文化”。 随着“民歌特征与方言、地域、民
俗、生活、文化等有着怎样的联系”问题的提出,学生
的学习从演唱和分析家乡民歌《姑苏风光》开始,听
辨其风格与曲调的旋律线条走向,尤其是“依字行
腔”和“润饰”的具体表现。 首先探究的是方言声调
与民歌旋律走向的关系、方言发音与民歌咬字特点
的关联,学生可以用绘画或信息技术手段比对腔音
与民歌旋律的关系,然后再进一步探究民歌与语言、
地理民俗乃至文化品格的关联(见图 1)。 随着对家
乡民歌逐层递进的探究,学生逐步理解了“腔音是中
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特点”这一学科大观念,同时也体
会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意蕴所在。

图 1
在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音乐课堂教学的

有效路径中,我们应立足本源,把握方向,扬弃继承,
吸收精华,讲求“传”且守正、“传”之有道。

二、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音乐课堂教学策
略力求“承”之有方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音乐课堂教学中,笔
者用三种单元建构方式开启了“传”之有道的路径选
择:素养为导向、结构化处理、跨学科学习。 那么,在
“传”的基础上如何“承”? 实践、继承、发扬、创新是
我们要着力探求的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音乐教
学策略。 教师要通过丰富的音乐课堂教学策略,架

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学生学习之间的桥梁。
(一)思维建构,学会像艺术家一样思考

学会像艺术家一样去思考,是新课标所提倡的。
帮助学生去“亲身”经历知识的发现与建构过程,这
样的学习,就是深度学习。[4] 以上文所举的“弦管和

鸣丝竹雅韵”大单元教学为例,在第二课时“丝竹雅

韵映江南”的学习中,教师和学生一起探寻江南丝竹

乐器演奏的“和而不同”:一探主要代表乐器的演奏

形态“和”之默契协调;二探主要代表乐器的演奏形

态“和”之对比烘托;三探民间音乐创作手法之“加
花”变奏;四探“和而不同”即兴演奏之规则。 在《紫
竹调》的民乐合奏中,学生聆听三件乐器合奏的主题

旋律,并尝试模拟演奏和画图谱,从而总结出主奏乐

器与其他乐器相互映衬的特点;随乐演唱主题旋律,
发现民乐合奏中“加花”变奏的创作手法,了解民间

支声复调音乐并尝试用“加花”手法编创简单旋律。
这样的探究过程,学生经历了“像艺术家一样思考、
创作”的过程,这正是学生思维建构的过程,是对中

国民族民间音乐深度学习的过程,也是通过“做中

学”,落实核心素养、培养学生艺术教育观的学习

过程。
(二)创意实践,在艺术活动中赋能成长

郭华教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创

造性转化》一文中,对中国音乐学院刘沛教授进行了
专访。 当谈到“音乐学科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结合起来”的话题时,刘沛教授的观点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创造性转化,既创新又传

承,让儿童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学习。” [5] 笔者在设

计初中音乐《丰收锣鼓》这一民乐合奏教学时,遵循

了“继承与创新”原则,在学生充分聆听、感知并分析

了乐曲前三部分之后,师生共同亲历合作探究、创意

实践的学习场域:乐曲第四部分的速度、力度和表达

的情绪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当“小小作曲家”,编
创属于我们的《丰收锣鼓》吧。 学生纷纷拿出自制的
打击乐器,有装着米粒的矿泉水瓶、装着黄豆的喜糖

盒子、各种玻璃杯、沙袋等,在探究音色、速度、力度、
节奏中共同演绎了他们对作品的深度理解。 这样的

创意实践符合学情、形式生动,学生在亲身体验和创

意表达中增强了对民族音乐的认同感,培育了文化

自信。
(三)迁移运用,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

新课标提出:“要精心组织和设计学习任务,体
现学科综合的理念,使学生在任务驱动下,有效提高

综合探索和学习迁移的能力,帮助学生在情境中以

问题为导向展开学习,实现从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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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本位的转型。” [1]这些理念在音乐课堂教学中如

何落实呢? 以初中音乐“形象与意境———对话中国

古代音乐”单元整体教学为例,本单元选取古琴曲

《流水》、编钟与乐队《梅花三弄》、琴歌《阳关三叠》
及古曲新声《但愿人长久》四首音乐作品。 我们设计

的单元表现性任务为“向学校电视台推荐自己的古

风音乐作品视频”,学生分工合作完成自己小组的音

乐作品并进行分享和投票推荐。 在设计本单元学习

时,教师没有把古曲相关知识和背景的学习作为终

极目标,而是让学生通过了解琴曲运用“拟声、象
形、会意”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诗乐运用“依字行腔”
的创作手法,领会两者的相同之处是它们皆注重横

向线型旋律的贯通和流畅,从而感受音乐所寄托的

中国人对“天人合一”思想境界的追求,进而体悟、
领会到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气质。 学生在综合

探索学习的基础上,运用所学知识技能完成单元表

现性任务,认识和实践相互交织,体现了“学以致

用”和“用以致学”。
又如上文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溯流探源———行

腔润饰的民歌与地方文化”中,在学生学习了解自

己家乡民歌的基础上,教师鼓励学生把创意综合艺

术实践活动的方法,迁移运用到其他探究活动中

去,如探究《姑苏风光》曲牌(码头调)的流变、探寻

民歌在影视中的运用与发展探寻。 还可以从苏州

传统小调拓展到当地传统器乐演奏,如了解苏州评

弹,探究其方言演唱、表演形式与江南人文精神的

关系等。
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路上,音乐课堂教

学首先要“传”之有道、“传”且守正,守正才能不迷

失方向;在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音乐教学策略

中要“承”之有方、“承”有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 在“传”与“承”中充分发挥艺术教育培

根铸魂、启智增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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