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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的民族声乐主要是通过现如今我国音乐院校当中民族声乐作为主要代表,这种表现内容与民歌、戏曲和说唱有所不同,同时也

会在继承与发扬过程当中对传统演唱艺术精华进行传承,并且在发展中,借鉴、吸收西欧美声唱法的歌唱理论和优点而形成的独树一帜的,具有

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精神特征的新民族歌唱艺术。由此,本文以“民族声乐多元化教学的方式方法研究”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希望通

过本文研究,能够促进民族声乐得到良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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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族声乐艺术作为我国艺术领域当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历史的

发展下有着非常稳定和健康的发展轨迹。民族声乐一般指的是在特定

的地域当中,通过共同的语言基础以及生活习惯、文化积淀共同融合之

下形成的族群音乐。例如：汉族音乐、蒙古族音乐等等,民族声乐可以

说是民族化的一种体现,由于在各不相同的民族发展当中具有不同的

发展历史遗迹不同的文化底蕴,所以在不同的民俗声乐表现上也会展

现出各不相同的艺术特点。而对于高校课程教育教学当中,不断提升民

族声乐课程教学,不仅仅能够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丰富学生

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还能够进一步推动国家与民族文化繁荣发展。 

1 影响民族声乐教学的主要因素 

1.1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根深蒂固 

虽然现当代的民族声乐教学者也在尝试着以多元化的方式进行

授课,但是在现实当中,却依旧受到传统教育教学方式的影响,依据理

论课程学习与实际声乐表现实践难以进行结合。例如：在授课的过程

当中,过渡注重对理论知识的讲解,而忽视了实践上的运用。也有一些

教育者将自己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学生的表演之上,而忽视了对理论基

础的加强,导致学生有的基础不扎实,有的技能不专业。这些方式都是

不可取的,应当在授课的时候转变这种教育教学方式,将多元化的课

程教学方案融入其中,促进教育教学的推进。 

1.2民族音乐的课程教学难以得到学校和国家的重视 

由于民族声乐在其表现特点上带有一些民族特征的艺术表现形

式,进而带给人不一样的艺术表现效果。但是从整体的发展过程当中

来看,民族声乐在市场上所表现出来的需求量相对较小,而且后期的

发展力也存在很大的不足,主要展现在民族声乐专业的毕业生,在后

期毕业就业的时候选择性相对较少,而且后期自身的就业前景也不够

广阔,导致了学校与教师之间的重视度不够,并且在很大情况之下限

制了课程教学的发展。除此之外,民族声乐课程教学忽视了学生自身

个性化的提升,忽视了其自身的风格内容。 

2 中国民族声乐多元化发展的主要原因 

2.1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 

中国民族声乐在发展过程当中之所以呈现出多元化的表现特点,

终的还是由于历史文化条件的影响。我国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过度,

有着非常悠久的发展历史以及丰富的文化内容,在不同的地区,不同

民族当中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当中逐渐形成了以民歌和戏

曲等多样化的且具有传统特点的声乐表现形式,受到不同历史发展时

期当中的政治以及文化因素带来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风格

特点以及多样化的表现内容。而且在现当代声乐艺术的发展背景之下,

对现当代民族声乐的多元化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2.2中西文化的结合为民族声乐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发展

条件 

在发展过程当中,中西方声乐艺术的相互融合,主要表现在演唱

的技巧表现上,在技术演绎过程当中的有效融合之后依旧保持着我国

民族声乐的艺术表现特点。例如：在针对声乐演唱过程当中所表现出

来的灵活、明亮以及轻快的特点。同时由于西方美声演唱表现的是一

种较为科学化的演唱方法,在针对发生的过程当中,所采用的技巧能

够促使整个发生过程变得更加的轻松,在针对美声唱法技巧进行融合

运用的过程当中则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在表现上更加

的多元化。 

3 针对民族声乐教学多元化教学的主要策略 

3.1针对不同区域的少数民族演唱技巧进行融合运用 

在我国,民歌所表现出来的种类非常多,在这当中主要有内蒙古

地区的长调牧歌和短调牧歌、陕北以及山西西北区域的信天游、山曲,

甘肃、青海等地区的花儿,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十二木卡姆,陕南、

川北的姐儿歌、茅山歌,江浙一带的吴歌,赣、闽、粤交汇地区的客家

山歌,云、贵、川交界的晨歌、大定山歌、弥渡山歌,藏族聚居区的鲁

体、谐体民歌,以及其他各民族的山歌等,在这些不同的区域当中都有

着自己所独有的民族演唱技巧,在后期的教学过程当中,可以结合不

同区域的民歌表演技巧进行融合运用,进而不断丰富教学手法,促使

多元化的教学方式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3.2针对民族声乐的课程内容进行设计 

在教学过程当中,可以对传统民歌独有的演唱技巧以及表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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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进而不断丰富民族声乐演唱技巧当中的相关内容,由此,可

以进一步对课堂上的授课内容予以丰富,不断提升民族声乐课当中的

学生演唱能力,促使学生能够在自身的综合演唱能力得到进一步完善,

进而在发展当中获取更多的理论知识,提升专业在社会上的需求能力,

不断拓展民族声乐朝向多元化的教育教学模式延伸。 

3.3将理论与艺术实践环节有效的结合 

在针对民族声乐课程进行教学的时候,运用多元化的课程教学模

式,将声乐理论技巧与声乐实践能力进行更为紧密的结合,并且让学

生大胆针对声乐艺术进行实践和尝试,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归宿

到理论, 终形成有驾驭实践的有利条件,为实现早出人才、快出人

才、培养合格人才的战略目标打下良好的基础。 

3.4在民族声乐教学中重视对民族特色的培养 

在针对民族声乐的教学当中,学校和教育者在教学方式都应当随

着时代的变化而转变。教育教学内容朝向一种原生态的民歌方向侧重,

促使学生能够更为准确的了解到民族声乐的内涵,激发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除此之外,还可以聘请一些著名的民族音乐家,通过相

应的讲座、探讨的形式,帮助学生构建极为丰富的民族声乐理论知识,

帮助学生打造独具个性化的民族声乐学习环境。 

4 结论 

综上所述,现代的民族声乐艺术表现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对演唱

艺术精髓予以继承和发展的重要过程。伴随着现当代文化全球化发展

的推进,各国文化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频繁,我国在文化艺术上也得

到了广泛的发展。在现当代艺术思潮的剧烈冲击之下,我国的民族声

乐艺术发展不仅需要保护传统的艺术发展理念,同时还需要打破传统

声乐艺术带来的限制,使之逐渐走向多元化的文化发展方向。而高效

作为进一步培养声乐艺术人才的主要阵地,在声乐艺术课程教学的发

展过程当中,应当不断构建多元化的声乐教育教学体系,针对民俗元

素进行融合和保护的同时,还需要运用西方的声乐艺术元素,将民族

声乐的发展与时代发展潮流紧密联系起来,共同促进民俗声乐课程教

学质量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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