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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地方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王婧 

（宿州学院 音乐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摘  要]民族音乐作为我国民族精神、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独

具特色的音乐形式，同时，民族音乐来源于不同地区，是不同地区人民劳动实践的产物、智慧的

结晶，传承地方民族音乐是各个区域人民的职责，并且地方民族音乐发展后，有利于带动区域经

济、传播区域文化，有利于加强区域民族文化间的交流，推动民族音乐走向世界。文章首先从定

义和特点两方面对民族音乐做了基本介绍，分析了民族音乐发展的必要性以及当今民族音乐发展

现状，最后探究了地方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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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音乐发展历史悠久，不同民族的音乐独具

地方特色，民族音乐随着时代的进步，音乐体系日

渐完善，现已成为世界音乐的基本组成部分。与此

同时，世界各国在音乐文化方面的交流逐渐增多，

民族音乐融合于世界音乐，这为我国民族音乐发展、

区域文化传播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有利于我国

民族音乐革新、持续发展。 

一、发展民族音乐的必要性 

我国有文明古国之称，民族音乐发展历史悠久，

礼乐制度自成立之初，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丰富、完

善，我国传统文化也因此发展，民族文化作为传统

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华文明传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民族音乐无论在审美、气韵方面，还

是在情感传递方面，均彰显了民族魅力以及个性化

特征，作为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族音乐，

能够坚持与时俱进的发展原则，赋予民族音乐时代

性。据相关资料显示可知，现如今大部分人喜欢音

乐，但民族音乐喜爱者仅占少数，如果不采取有效

措施提高民族音乐对国民的吸引力，如果不对音乐

教育者重点培训，那么民族音乐会渐渐淡出人们的

关注范围，这对我国民族文化传播具有不利影响。

此外，我国要想在世界中占据一定地位，强化综合

国力，应从民族文化入手，而民族音乐作为民族文

化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教育者应肩负起教书育人的

重要职责，传播民族音乐的内涵以及文化魅力，这

对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综合国力增强、中华文明传

承具有积极作用。 

二、民族音乐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社会经济、

政治也开始了国际间的交流，全球化进程推进的同

时，我国民族音乐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较多阻力，无

论是在教育文化传播中，还是在社会精神文明发展

中，民族音乐的传播速度均较慢，长此以往，民族

音乐会出现中断传承、延迟发展等现象，并且国民

与民族音乐间的距离也会渐渐拉大。除此之外，部

分民族音乐学习者尚未掌握正确的欣赏方法，欣赏

角度较片面，受其他外来音乐文化冲击，国民对民

族音乐的认同感会渐渐降低，这对民族音乐持续发

展、大力传承具有消极影响。本文主要从教育现状

和社会现状两方面进行分析
[1]
。 

（一）教育现状 

目前，音乐课程存在民族音乐课时短、数量少

等问题，现代音乐的课程量以及课程时间远远多于

民族音乐，即使音乐学习者想深入学习民族音乐、

了解民族音乐，也会受到课程限制。与此同时，教

师传授基本音乐理论知识时，以及音乐作品赏析时，

会常常引用西方音乐作品，引用我国民族音乐作品

示例教学的次数相对较少。并且教育部门对民族音

乐的重视程度较弱，在这种教育态度影响下，民族

音乐教材内容不够全面，师资力量不够雄厚，教师

专业素质以及专业技能较低，因此，民族音乐的教

育传承效果会大大弱化，同时，民族音乐与发达国

家音乐教学方面的差距会再次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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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现状 

多元音乐发展的过程中，其他国家的音乐文化

走进国内，我国音乐文化走出国门，不同国家的音

乐文化相互交流、共同发展，在此期间，我国音乐

文化发展方向逐渐改变，外来音乐文化受欢迎程度

高于我国本土音乐文化，即本民族音乐文化发展速

度慢于外来文化，民族音乐喜爱者数量不断减少，

这对我国民族精神发扬、民族文化传播具有不利影

响，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改变社会中民族音乐

发展现状，那么我国文化软实力会降低，民族音乐

传承会被迫中断，不利于我国持续进步。 

三、地方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的途径 

（一）端正民族音乐发展态度 

民族音乐是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以及文化积淀

的产物，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应适应时代要求。在了

解民族音乐发展背景、传播意义的基础上，端正民

族音乐发展态度，运用适合的发展形式，这对地方

民族音乐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民族音乐目前呈现两

种发展状态，一是发展前景良好，但需要一定的努

力时间，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和实践工作。二

是失去发展魅力，现已不被人们关注的民族音乐。

因此，面对不同发展状态的民族音乐，应首先对其

客观性鉴别，之后端正科学的发展态度，针对内在

价值丰富的民族艺术深入挖掘、全面保护。对于出

现颓势的部分地区戏曲艺术，应借鉴西方艺术保护

理念发展我国戏曲艺术；对于发展势头良好的古筝

艺术，应继续扩大传播空间，完善民族文化保护体

系。在此期间，政府应起到示范引导作用，主动动员

人们群众提高对民族音乐传承的重视程度。 

（二）明确民族音乐发展方向 

一方面，坚持民族性发展方向。民族音乐之所

以不同于其他音乐形式，主要是因为民族音乐蕴含

着丰富的地方文化、民族特性，坚持民族性这一发

展方向，有利于获得本民族群众的大力拥护和支持，

在此基础上，有利于推动民族音乐走向世界，扩大

传播范围。例如，《茉莉花》音乐作品的有效传承，

衍生了不同版本的作品，并且充分彰显了民族性特

点，这对民族内涵丰富、民族文化传播具有重要作

用。除此之外，音乐创作者对民族文化气息浓厚的

音乐作品改编，在尊重民族性基础上适当融入新的

艺术内容，有利于提高民族音乐的社会适应性，有

利于为民族音乐注入发展活力
[2]
。 

另一方面，坚持世界性发展方向。民族音乐发

展的过程中，应保持开放的态度，主动与其他国家

的音乐文化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取长补短、源

远流长。坚持世界性发展方向的同时，应首先意识

到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优势，对外国音乐文化充

分尊重、全面了解，只有这样才会互相进步，提升

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审视高度。与此同时，民族音乐

还应传播于世界，这不仅会增强本民族人们的自豪

感，而且还会增加民族音乐的喜好者，这对民族文

化向世界范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民族音乐

还应多次参加国际文化交流，以此拓展民族音乐发

展视野，为民族音乐传承奠定良好基础。 

（三）发展学校教育 

地方民族音乐的教育现状不容乐观，因此，应

从学校教育入手，首先，合理安排民族音乐课程与

现代音乐课程，并且适当延长民族音乐课程时间，

为学习者提供充足的交流时间和探讨机会。其次，

聘请专业的民族音乐教师。教师是传递音乐知识和

音乐内涵的主体，民族音乐教师的言行举止会潜移

默化地影响学生，提高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学习热情。

此外应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创新民族音乐教学形式。

以往一成不变的音乐教学形式会使学生产生学习疲

劳感，不利于提升音乐教学水平。学校应适当借鉴

发达国家院校或者国内优秀学校在音乐方面的教学

经验，结合学校实际发展情况，有效创新民族音乐

教学方法，调动音乐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学习动力。

最后，合理编制音乐教材。适当增加民族音乐作品

内容，并坚持因地制宜这一编制原则，即将当地特

色的音乐种类、民歌融入到教材内容中来，这不仅

能够减少学习陌生感，而且还会激发学生对民族音

乐的传承动力。 

（四）应用多媒体技术 

多媒体技术融入民族音乐教学活动，不仅是对

传统音乐教学形式的创新，而且还会吸引学生对民

族音乐学习的注意力。教师借助多媒体设备播放地

方音乐音频和视频，学生能够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

感受当地的民族风情，能够直观欣赏音乐乐器的表

演方式，进而学生能够参照视频模仿民族音乐表演，

有利于扩大民族音乐的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与此

同时，还会优化民族音乐课堂教学质量，学生音乐

思维会相应拓展，音乐创造力也会有效提升，这对

学生全面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3]
。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社会背景中，发展地方民

族音乐时端正民族音乐发展态度、明确民族音乐发

展方向、发展学校教育、应用多媒体技术，这不仅

能够改变当今民族音乐发展现状，而且还会优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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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音乐发展效果。我国民族音乐的有效传承，能够

充分发挥民族文化价值，丰富民族文化精神内涵，

这对地方民族音乐生命力延续、我国音乐全面发展

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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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usic in the new period 

WANG Jing 

(College of Music,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3400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and national culture, folk music contain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unique musical forms. At the same time, folk music come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It is the 

product of people's labor practice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wisdom, and every individual is 

responsibl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folk music in order to promote regional economy and 

spread regional culture, It is helpful to strengthen the exchange of regional ethnic cultures and to promote folk 

music to the world. At firs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olk music, and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music, inclu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music, and explores the local folk music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basic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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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the number of P2P lending platform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this is followed by the emergence of various financial problems, so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these problems need to be corrected in order to regulate China's financial market. Researching on the legal 

basis of China's P2P network lending platform,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legal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network lending platform, and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so as to protect the property rights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with the lend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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