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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身份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国

家的精神。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世界上各个国家都非

常重视自己国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当然文化的传承需

要通过教育来实现，教育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音乐教育也有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当前，我国

将音乐教育中民族文化传承摆到了重要的位置，音乐教

育承担起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历史使命。 我们知道，国
学经典是我中华民族千年智慧和精神的重要结晶，所以

国学经典融入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教学的需要，有利于

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健全的人格。
一、国学经典融入小学音乐教学的重要作用

（一）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随着我国新课改的不断深化， 音乐教学改革的发

展，对小学音乐教学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不仅

要为学生传授音乐知识，同时还要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

音乐素养， 促进学生能更好地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使
学生受到良好的熏陶教育，塑造其健全的人格。 经典国

学蕴含深厚的哲理与智慧，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教
师将国学经典融入到小学音乐教学中，可以培养学生形

成良好的核心素养。 例如，在《春晓》等传统诗词的教学

中，教师将这些诗词改编成现代歌曲，利用对这些歌曲

的学习，学生不仅可以深入体会到传统诗词文化所具有

的韵律感、节奏感，同时通过歌曲演唱，在优美的旋律

中，也可以体会到传统诗词所蕴含的情感。 《春晓》这首

曲子， 在曲调与旋律上蕴含了一种哀伤的感情。 《鹅鹅

鹅》这首曲子，在曲调上给人一种欢快的感觉。 另外，学
生通过歌曲的吟唱，就能促进对诗词的深入了解，从而

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1]。
（二）激发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

小学音乐教学中，教师要通过科学的教学激发学生

的兴趣。 但是一直以来，小学音乐课堂教学都是采用传

统教学模式，学生学习较为被动，难以激发其强烈的学

习兴趣，所以对音乐课堂也没有较高的积极性。 但是在

小学音乐教学中融入国学经典， 通过有效融合教学，新
颖的教学形式对于学生是十分有吸引力的，能更好地吸

引学生注意力，有效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兴趣。
二、国学经典融入小学音乐教学的局限性

（一）国学经典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小学音乐教师中，专门研究国学的教师占很少一部

分比例，大多教师都很少接触国学。 与国学最接近的就

是语文，对于语文经典国学的学习学生主要是通过朗诵

的形式。 但对音乐教师来说，某些教师对国学经典当中

的某些历史背景了解甚微，某些音乐教师甚至会照搬内

容直接念，没有将国学经典与音乐教学有机结合，对于

创新音乐课程教学模式，缺乏一定的指导经验，在教学

理念上也有待更新。
（二）融入国学经典的音乐教材匮乏

我们通过对小学音乐教材的调查研究发现，与传统

文化有关的国学经典音乐课程缺乏系统化，虽然我国教

育领域数学、语文科目，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一套教学体

系，但是国学经典音乐教材还较为匮乏。 校园流行的音

乐教材当中曲谱主要有古今中外几个板块，但是却没有

适合国学融入的音乐教学体系，更谈不上对小学生加强

国学经典音乐的教学了。
（三）缺乏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

由于小学音乐教学体系没有重视创新，从而使教学

评价方式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单调的教学评价形

式难以调动学生的国学经典学习积极性。学校当中的国

学经典教学实践活动，融入音乐教学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与可行性，但是形式较为单一，学生参与的热情不是很

高，学习积极性较弱。加上小学校园评价对象较为单一，
通常只有学校与教师展开对学生的教学评价，基本没有

学生与学生的评价形式， 这种局限性的教学评价活动，
难以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

三、国学经典引入到小学音乐教育内容的应用探讨

（一）积极转变教师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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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引入国学经典，能实现的音乐教

学的有效性。 通过深入探究发现，国学经典的引入其中

最关键的是教师思想的转变。 教师人生观、价值观会直

接影响到学生的成长。假如教师自身对国学经典没有深

入的认识，或认识出现偏颇，那么就会在日常教学中不

知不觉将此种消极的思想观念传递给学生，为学生的国

学学习带来负面影响。 基于此，为了更好地在小学音乐

教学中融入国学经典，首先就需要教师从思想方面加强

对国学经典的重视，应端正对国学经典的态度，正确对

待音乐课程中的国学融入教学尝试，要有正确的态度以

及创新的精神，主动展开国学经典的探究学习。 教师应

在课余时间主动了解和学习国学经典。 唯有如此，教师

才能深入浅出地讲解深奥的国学知识，为提升学生的国

学学习兴趣奠定重要的基础。 实际小学音乐教育教学

中，在一些比较晦涩难懂的国学经典知识教学中，通过

教师的积极引导教育， 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与积极

性，体现国学经典重要的教育价值[2]。
（二）将国学文化融入音乐教学

1.引入蕴含国学经典的小故事

教师可以通过讲故事的方式， 将历代名家传记、传
奇故事等我国经典的传统文化融入音乐中，让学生对历

史人物的作品和作品中包含的哲理有全面深入的理解，
利用这种形式让学生个人与音乐作品产生情感共鸣，在
学生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使学生产生强大的精神力

量，促进学生的成长，对其未来的学习与生活都能产生

重要的影响。
2.欣赏古典器乐、歌舞

通过音乐欣赏培养学生的音乐情感，包括欣赏中国

古典音乐和演奏中国古典乐器。这种欣赏形式能有效地

促进学生音乐情绪表达，提高他们的音乐鉴赏能力。 教

师还可以提高学生欣赏古典诗歌的能力， 通过学生演

唱，让中国古典文学渗透到学生的内心世界。
（三）合理选择教学素材

中华经典是千百年来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
们蕴藏着丰富的生存哲学、 可贵的思想文化和传统美

德。 正是由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要求我们

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并传承中华经典，将国

学经典发扬光大，进行代代相传。
首先，音乐教师要充分理解和掌握国学经典，在理

解和掌握的基础上作出明智的选择。教师应有自己的选

择技巧，通过科学方式将音乐教材中蕴含的传统文化传

授给学生， 使学生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基本的了解，
为今后传承并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 正因如此，教师应

深入研究国学，掌握教材中音乐文化知识和传统文化的

关系，有效实现国学和音乐课堂教学的有机结合。

其次，为了提高学生的知识，拓展学生的视野，教师

可以从音乐教学内容入手，丰富音乐课程内容，选择几

首经典曲目，如《渔舟唱晚》，这首流行的古典音乐，旋律

优美，节奏起伏，将学生带到良好的音乐氛围中，让学生

对古典曲目具有强烈的情感共鸣[3]。
（四）组织国学经典教学实践活动

由于外来文化的融入，导致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受到

了很大的冲击。 小学音乐教育融入经典国学文化，承担

起文化传承的重任，学校要通过形式多样的音乐文化活

动促使教师从思想上以及心理上对国学经典高度的重

视。 在实际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参与的教学活动有音

乐教学评课、音乐教学比赛活动等；为学生举办的教学

活动有节日音乐庆祝活动、音乐比赛、音乐主题赛、文艺

表演活动等。 通过多姿多彩的活动，使学生在潜移默化

中受到我国优秀国学经典文化的影响。音乐活动的开展

不仅丰富了音乐课堂教学活动，促进学生音乐知识的学

习，同时还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使学生体会我国国学

文化具有的独特魅力，在小学生幼小的心灵埋下一颗国

学文化的种子，并使这颗种子生根发芽，促使学生更好

地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三、结束语

国学经典是我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结晶，我们

在教育教学中发现，音乐是国学经典文化传承的重要载

体， 在音乐教学中将音乐内容与国学经典有机融合，让
学生通过优美的音乐表达可以轻松感受到我中华民族

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国学经典的传承与发展，是教育

工作的一项重要责任。 对于成长期的小学生来说，国学

经典也是陶冶学生情操的重要方法。 国学热的兴起，引
起了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广泛关注，所以，作为教师进

行积极创新，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与路径将国学内容

与思想更好地融入到音乐中，利用音乐教育普及国学经

典，同时利用国学的学习带动音乐的发展，使二者相辅

相成，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二者的有机融合发展需要

我们继续研究并进行实践探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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