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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探究——以银川市中小学音乐教育为例
温丽慧

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750021；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领域提

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论断。宁夏回族自治区出台了“五个强化”措施，各中

小学开展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活动。本人在铸牢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域下，深入中小

学实地走访，探究银川市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教学现状及特点，分析教学所存在问题，并给出教学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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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在

民族工作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原创性论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根

和魂。宁夏地域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多彩，黄河文

化、农耕文化、边塞文化相互交流交融，形成了独特宝

贵的文化遗产。宁夏回族自治区积极建设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示范区，并出台了“五个强化”措施，提

到了强化学校教育、厚植爱国情怀的举措。银川市中小

学积极响应民委所作出部署，开展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教育活动。其中，银川市中小学美育教育活

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落实《关于实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意见》、《宁夏回族自治区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方案》等文件所提出

的具体要求，以课程教学、课内外活动融合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以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1 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在银川市中小学的教

学现状

古代教育家孔子曾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

乐”，肯定了音乐教育教学的重要性。中华优秀传统音

乐文化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中小学需要融合传统文

化教育教学并进行传播。在校外，银川市教育部门联合

各中小学组织各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音乐活动；在

校内，中小学课堂上新颖的教学模式与互动体验式学习

和花儿、戏曲、坐唱等兴趣课程的开展，激发学生对传

统音乐文化的热情。

1.1 银川市中小学校外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活

动的开展现状

这些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银

川市教育部门联合各区县中小学、文化艺术馆等开展了

一系列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音乐的活动。其中，由银川市委统战部、银川市

民族事务委员会、共青团银川市委员会联合组织，在灵

武市、永宁县“国风古韵新潮起 大美银川绽芳华”、

“我是国风传承人”等展演活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银川市开展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浸润少年成长

之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专题系列，通过“非

遗传承”与素质教育成果有机结合，让中华优秀传统音

乐文化薪火相传；银川市教育局、文化旅游广电局组织

了“关于扎实开展 2023年银川市优秀传统文化（戏曲）

进校园活动的通知”的活动，全市共有 100 所中小学参

与到该项活动，共同建设“向真、向善、向美、向上”

的校园文化，共建中华民族美好精神家园。通过开展各

类活动潜移默化将传统文化融入到社会、家庭、孩子，

融入到生活、学习的每一处。

1.2 银川市中小学校内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教

育教学现状

银川市各中小学将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融入教

学中，引导学生学习传统音乐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在

音乐课堂教学时，教师通过教材中不同风格、地域、历

史背景的音乐作品，寓教于乐的带学生们感受音乐时学

习到中华历史文化，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生

文化理解和包容。在课外音乐活动中，学校开展了戏曲、

花儿等地方特色兴趣课程，定期举行音乐活动，营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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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优秀传统音乐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其中，银

川市第四十二中学开展了校本课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特色课程”；银川市西夏区开展了“戏曲进校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活动；各个中小学开设与传统文化相关的

社团和民族管弦乐团等。

2 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在银川市中小学的教

学特点

2.1 丰富的内容及活动形式

银川市各区县中小学较重视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

化在中小学教育中的传承与发展。学校除教材中包含的

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内容外，同时在课后开展了戏

曲、戏剧、花儿、口弦、坐唱等兴趣课程。银川市教育

部门每年举行各项各门类的音乐赛事，2024 年 10 月在

银川市举行了为期一个礼拜全区第八届中小学艺术展

演活动，将戏剧戏曲纳入到了比赛当中，与传统赛事中

的吹拉弹唱相比，更加丰富了活动的形式，给了学生们

更多学习的选择。

2.2 馆校协作与互动体验

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教育的普及，落实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丰富校

园文化生活，银川市各区县中小学联合校外文化馆、剧

院组织开展文艺演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等

文化展演。2024 年 9月 20 日，银川市实验小学阅海第

一校区、银川市金凤区第二十四小学联合剧院开展了

“传承经典 筑梦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戏曲）进

校园，通过这些展演活动，学生更直观的感受传统音乐

文化的魅力。学生在活动后与艺术表演者进行互动体验，

进一步了解传统音乐文化。学生从听、看到学、表演，

更加深刻的体验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相较于一味向

学生灌输式教学，更能激发学习兴趣，在学生心中种下

了一颗美育的种子。

2.3 课后地域性特色音乐课程的开展

银川市中小学在课后开展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

音乐课程，包括了花儿、戏曲戏剧、坐唱等。宁夏“山

花儿”是当地少数民族流传的即兴民歌，是宁夏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调查显示，银川市中小学开展了花

儿、戏曲戏剧等兴趣课程。其中，花儿课程开设占 33.

96%，学校选择区域特色音乐开展课程并传承发展。兴

庆区回民一小开展了一系列“花儿进校园”，并确立为

学校特色项目。该学校中设有 9名专职教师，组建了民

族民俗艺术采风团，并将“花儿”列为校本课程，请传

承人进入校园讲授，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进行改编，便于

传承发展。地域资源的开发应用，有了一套完整的教学

体系，对不同阶段的学生进行系统规划，体现了传统音

乐文化的创新与时代的相结合。

3 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在银川市中小学教学

存在问题

本人走访银川市教研员、中小学教师、文化馆表演

人员，了解银川市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教学现状和发

展状况。同时，设计中小学教师关于中华优秀传统音乐

教育现状调查问卷，并深入部分学校进行实地走访进行

调研。问卷一共设置了 12道问题。其中，1-10 道选择

题包括了学校对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视程度，教

师教学情况和学生对待传统音乐的兴趣程度；11-12 道

问答题从教师角度教学时提升学生兴趣有何看法和提

升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教育教学有何良好建

议。

通过分析调查问卷和实地走访调研，发现中小学在

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

也存在以下四个问题：青少年所喜爱音乐类型受社会环

境所影响，审美趋于流行音乐、爵士风格音乐等，缺乏

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兴趣；教师在进行传统音乐教学时，

其专业知识水平有待提高；两地教学设备以及中华优秀

传统音乐文化教学重视程度有所不同，导致教学效果存

在偏差；课后开展了丰富传统音乐兴趣课程，但校本讲

义编写有待探索实践。

3.1 学生缺乏对中华优秀传统音乐的兴趣

通过调查走访，发现银川市中小学生受当代流行音

乐影响较大，喜爱程度占比高达 73.58%，对中华优秀传

统音乐的兴趣程度为 24.53%。两组数据相比较，学生受

社会环境的影响，对流行音乐更为喜欢，对学习流行音

乐更感兴趣。在这样的影响下，中小学教师在进行音乐

教学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对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需要多

花费一些心思，设计教学内容、丰富教学形式在课堂中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3.2 教师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知识水平有待提

高

音乐教材是实现音乐教育目标的基本依据。教师通

过教材向学生传授音乐知识和技能，帮助学生达到学习

目标。调查显示，15.09%的教师进行中华优秀传统音乐

文化相关内容的教学感到非常困难，52.83%的教师感到

一般困难，32.08%的教师觉得容易，其中 5.66%的教师

觉得非常容易。通过调查问卷与旁听音乐教学课堂，大

部分教师无法对音乐教学内容充分把握和对教学形式

灵活切换，导致课堂教学效率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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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城乡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教学差异

据调查显示，银川市城市音乐教师人数占 77.36%，

乡村教师占22.67%。城乡教师数量相差较大。中小学对

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视程度占比，非常重视占5

6.6%，一般重视占 39.62%。乡镇教师选择了一般重视，

城市教师选择了非常重视。从访谈资料分析，乡村中小

学教育更加重视文化课程，对艺术类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尽可能保证音乐教学内容。城市中小学更加注重学生综

合素质的培养，促进学生的美育教育。

3.4 校本讲义编写有待探索实践

银川市教育部门高度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视域下开展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各项活动，鼓励

中小学结合本校实际情况进行教育教学活动。调查发现

大部分学校还没未编写了校本音乐讲义运用到教学当

中，只能依靠音乐教材进行教学内容的设计，缺少对不

同阶段学生因材施教的进行教学。

4 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在银川市中小学教学

策略研究

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教育对培养学生的

音乐素养和文化自信有着重要作用。在教育教学中，教

师应当在课堂中构建趣味教学情景，调动学生的情绪；

教师在教学时应采用丰富的形式，激发学生的兴趣，并

加强自身的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在课后兴趣课程的开

展中，积极探索实践，开发校本讲义的编写。

4.1 课堂中建构趣味教学情景

情景教学是能够快速调动学生情绪的重要方式，能

间接激发学生的思想感情。教师在上课时，应当结合教

学内容的时代背景与音乐相结合，抓住作品的文化底蕴，

创设与教学内容相一致的教学环境，调动学生兴趣。例

如，琵琶曲《十面埋伏》教学时，教师应当抓住开头轮

佛所营造的声势，结合历史故事抓住学生的学习兴趣，

进而进行下一步教学活动。

4.2 丰富音乐课堂的教学形式

相比与课后丰富的活动形式去激发学生的兴趣选

择，课堂上教师应当根据所教学生的生理、心理发展特

点，做好课前的学情分析和教材分析，设计丰富的教学

形式进行音乐教育活动。例如，在教授《新年好》这首

歌曲时，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我们所授课的群体时一年

级小朋友，他们天性好奇，性格活泼好动。教师需要把

握住这一点，让学生们亲自去实践体验，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节日“新年”。

4.3 加强教师课堂教学技能的培训与训练

在进行调查访问时，大部分教师对于中华优秀传统

音乐文化教学时都感觉有些吃力，希望教育部门加强相

关专业培训。大部分中小学教师是学习声乐和钢琴专业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器乐部分教学感觉到力不从心。

教育相关部门应定期加强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培

训，面对传统音乐文化怎样教、教什么提供一些教学思

路和教学设计。

4.4 校本讲义的编写

教师通过教材向学生传授音乐知识和技能，帮助学

生达到学习目标。在课上，教师通过教材，去设计教学

目标、任务，向学生传达教材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和知识

技能。依据教材所指定的教育目标，教师朝着目标实施

教育，环环相扣的进行各个阶段的教育。然而，银川市

学校在课后活动中多数没有开发校本讲义，占比为 73.

38%。学校、教师应当根据不同阶段的学生进行讲义编

写，因材施教的进行教学。

5 结语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银川市中小学

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活动发挥着独特的作

用。各区县中小学与教育文化部门联合开展相关活动，

以校外、校内等不同场地进行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教

育，活动开展有助于提升学生审美素养和中华文化自信，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

宗教观，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念。全面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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