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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音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培养学生文化认同感

和民族自豪感的重要载体。在小学音乐教学中，落实学科核心素养，传承我国艺

术传统美、激发民族自尊心，感受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提升文化认同感和审美

是小学音乐教师肩负的责任。文章基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以藏族音乐作

品《阳光下的小卓玛》为教学案例，探究小学音乐课堂藏族音乐教学的策略，提

出了构建文化理解、智慧课堂、融合多维体验、激活音乐创作和拓展实践活动等

路径，有效提升教学效果，深化学生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为民族音乐教育的

持续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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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的总目标中明确提出要了解不同地区、

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音乐是根植于特定民

族或文化群体的传统音乐形式，小学阶段是学生价值观、审美能力与学科基本素

养形成的关键时期，民族音乐教学在这一阶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落实学科核

心素养，在音乐感知与情感体验中，学生可以通过艺术表现、创意实践中去感受

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对民族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这就要求教师在基于核心素

养导向的背景下，对民族音乐教学的价值、困境以及实践的路径做研究，将民族

文化融入音乐课堂，切实激发学生的文化自信与传承意识，从而提升学生的艺术

核心素养。

一、民族音乐融入音乐课堂教学中的价值

（一）以情动人——从审美感知到情感共鸣

民族音乐的情感表达是最自然的共鸣途径，在聆听、演唱和情境再现的过程

中，不仅能培养音乐审美能力，更能唤醒文化情感记忆。如教师引领学生领略民

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和开展角色代入活动，体会旋律中蕴含的乡愁情结与家国情怀，



并配合叙事讲解，强化情感体验和共情能力。沉浸式的情感互动，能有效深化学

生对民族音乐的情感联结，促进学生建立文化认同的深层心理基础。

（二）以文化人——从文化理解到文化浸润

民族音乐是民族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对

具有民族特色作品的演唱、赏析等实践活动，能够直观感受音乐背后的文化特质，

不仅能获得审美体验，更能建立起对民族文化的深层认知。这种持续的文化熏陶

过程，使学生在掌握音乐知识的同时，逐步形成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尊重，最终

实现文化自信的培育目标。

（三）以艺育人——从艺术表现到素养培育

民族音乐的艺术表现是最直接的体验方式，在欣赏、演唱和打击乐演奏的

活动中，不仅能拓宽音乐视野，还能提升艺术感知力和表现力。如教师引导学生

分析歌曲和参与情景模拟活动，理解民族音乐节奏特点与情感表达，并结合身体

律动，增强节奏感和协调性。多元化的艺术体验，能有效培育学生对民族音乐的

素养，帮助学生提升其民族自豪感。

二、民族在音乐课堂教学中的困境

（一）教材内容简单

目前小学音乐教材中的民族音乐作品不多，难以全面展现我国五十六个民族

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特色。现行的民族音乐教材也缺乏互动性的音频、视频等资

料，导致学生难以“原汁原味”的理解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质。

（二）教师能力不足

目前音乐教师自身的民族音乐素养不足，难以在课堂上进行乐器实操或艺

术表演，教学手段也较为单一。听唱+模唱的教学模式已难以吸引学生，民族音

乐教学中的互动、即兴合作方式往往被忽略。

（三）学生文化认同薄弱

目前学生成长于流行音乐主导的社会环境中，对民族音乐的审美兴趣较低，

缺乏对民族音乐的文化理解，这种现象将导致民族音乐的文化认知断层，这是现

在音乐课堂教学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民族音乐融入音乐课堂教学中的路径——以藏族音乐《阳光下的小卓玛》为

例

（一）构建文化理解，提升民族音乐认同感

民族音乐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独特的地域风貌、历史记忆和情感

表达。小学音乐教育中，教师以核心素养为导向，通过审美感知、艺术表现的不

同形式学习民族音乐。充分发挥民族音乐在培育文化认同方面的价值，便于学生

在感受音乐之美的同时深入理解音乐背后的文化内涵。

在《阳光下的小卓玛》的教学中，基于文化理解视域下民族音乐教育的育人

目标，笔者以藏族音乐文化特质为切入点，深度解构作品中的音乐文化符号。通

过聚焦作品中标志性的藏语衬词 “呀啦嗦” 及其多元节奏形态，构建沉浸式音

乐体验场景，引导学生在演唱实践中实现对藏族音乐风格特征的具象感知，进而

在艺术表现过程中逐步形成对藏族音乐热情奔放艺术形象的认知框架。

教学过程中，教师着重强化学生对 “呀啦嗦” 的演唱实践，将其作为主歌

乐句长音结尾处的音乐文化符号进行反复演绎。这一教学策略不仅有效提升了学

生的艺术参与度，更通过音乐符号的具象化表达，推动学生深入理解藏族音乐的

文化内涵，实现从音乐技能训练到文化认知建构的升华。与此同时，教师引导学

生通过音乐聆听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深度挖掘歌词中 “卓玛”“尼

玛”“哈达”“格桑花”“呀啦嗦” 等富含藏族文化意蕴的歌词，将音乐审美

活动与文化认知活动有机融合，使学生在音乐学习过程中直观感受雪域高原藏族

人民的生活风貌，深刻体会藏族文化中安定祥和、幸福美满的精神特质，从而有

效提升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文化认同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二）融合多维体验，丰富民族艺术表现力

小学民族音乐教学中，教师要实现核心素养导向，则需注重培养学生对音乐

的多维体验和艺术感知能力。实质上，音乐并非只是一种听觉艺术，更是视觉、

肢体、情感和文化等多重感知的“综合体”。在聆听、歌唱、舞蹈、角色扮演等

多元体验中，学生能深度感知民族音乐的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同时，在多维体

验教学的基础上，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促进其发展艺术感知能力
[3]
。在《阳

光下的小卓玛》的教学中，笔者整合听觉、视觉、肢体、情感、合作与创造等多



种艺术表现，形成多层次的教学模式。通过多声部器乐编配与热巴鼓的特色运用，

创造丰富多变的音色层次，为学生搭建沉浸式听觉体验场景，使其在聆听中感知

藏族音乐的独特韵味；配合与音乐节奏相呼应的舞蹈动作设计，引导学生通过肢

体实践，以藏族“退踏步”、“弦子”呼应歌曲引子节奏的松紧变化，将抽象的

音乐韵律转化为具象的肢体语言，强化肢体体验；在演唱标志性衬腔 “呀啦嗦”

时，融入对藏族文化意象的解读，激发学生对藏族人民生活的情感共鸣，提升情

感体验。多种体验维度的有机融合，打破艺术形式壁垒，全面提升学生的民族艺

术表现力，推动其对藏族音乐文化的深度理解与认同。

表 1

（三）灵动创作，激发民族音乐创造力

在核心素养导向的小学民族音乐教学框架下，创意实践作为音乐核心素养的

重要维度，既是激活学生审美感知的引擎，更是深化民族音乐文化认同的关键路

径。



图 1

在《阳光下的小卓玛》的教学中，基于对藏族文化理解的基础上，教师构建

“体验-解构-创编”实践链条，引导学生在感知藏族音乐元素（如“呀啦嗦”衬

词、热巴鼓节奏、舞蹈律动等）的基础上，将体验与认知转化为创造性表达。

教学中，学生以主题旋律为原型，通过小组合作完成节奏重组、多声部演奏、

动作创编、舞蹈合作创作、歌词创编等任务对藏族音乐特征进行解构与重构。例

如，将“呀啦嗦”衬腔的节奏转化为器乐音色呼应，或结合“退踏步”设计个性

化舞蹈，此类实践不仅深化学生对民族音乐结构（如节奏对比、织体层次）的理

解，更通过主动创作过程激活创造力。这种以创意实践为核心的教学，突破 “被

动接受” 模式，让学生在 “玩中学、作中创”在审美与实践中成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继承者与创新者。

（四）智慧课堂，丰富民族音乐教学手段

现代技术为小学音乐课堂注入了新的活力，多媒体设备、教学软件和在线平

台突破传统课堂的局限，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音乐体验和交互式学习资源，便于学

生直观感受不同地域音乐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特点。在《阳光下的小卓玛》教学中，

笔者利用希沃白板展示西藏的自然风貌、传统节庆和藏族舞蹈的视频片段，为学

生构建丰富的文化背景画面，用多媒体播放歌曲，配合字幕展示歌词，让学生初

步感受歌词中“卓玛”“尼玛”“哈达”等藏族文化元素，并结合歌曲的旋律分

析“小卓玛”活泼灵动的音乐形象。直观感受藏族音乐与文化同时以希沃设备录

制学生模仿藏族舞蹈“弦子舞”和“退踏步”的视频，帮助学生体会歌曲的韵律

特点和节奏变化。课后，用“三个助手”布置课后习练任务，学生上传自己的歌



唱或舞蹈视频，教师进行个性化点评，并选出优秀作品，并在课堂中展示出来。

智慧课堂通过云端功能分享创意，实现歌唱、舞蹈与创作的有机结合，丰富了学

生在民族音乐学习中的兴趣。

（五）拓展实践活动，深化民族音乐情感共鸣

民族音乐的“采风”活动将学生的学习从课堂延伸到课外，教师通过任务单

的方式发动学生主动去了解民族音乐，在“采风”中对民族音乐产生文化的理解

和认同，提升其对民族音乐的情感。

在《阳光下的小卓玛》教学中，教师组织“藏族文化探秘”活动，鼓励学生

以查阅书籍、观看纪录片、走访少数民族文化馆等方式收集与藏族音乐、舞蹈、

服饰、节庆相关的资料，并制作藏族文化手册，引导学生深入了解藏族文化，深

化他们对藏族音乐的了解。与此同时，教师也可以开展“小卓玛的藏族生活”主

题手工制作，如用卡纸制作哈达、绘制格桑花等，感受藏族传统艺术的魅力。此

外，教师还可带领学生参与“藏族民俗体验日”，学习简单的藏语问候语，模仿

藏族礼仪，体验藏族的传统游戏和舞蹈，在亲身参与的实践中感知藏族人民的生

活与情感。在各种课外实践活动赋能下，能有效地拓展学生学习空间，使他们在

实践中深化对藏族文化的认同与共鸣。

综上所述，小学民族音乐教学承载着文化传承与育人的双重使命。在核

心素养导向下，教师要注重教学路径的优化，整合现代技术、创新课堂形式、深

化实践等活动，将音乐与文化紧密结合，这样才能不断丰厚学生的民族文化底蕴，

形成对民族音乐的热爱与文化认同感，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传承与发展注入强大

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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