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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校民族音乐教学一直以来是教育领域中备受关注议题，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中，让

AI技术走进民族音乐课堂，民族音乐课堂与 AI技术的融合很受学校和老师的高度重视。构建

一个实用的民族音乐教学模式，能够很好的有效地促进学生的技能水平提升，提高他们的专业

应用能力，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在阐述 AI技术助力学校民族音乐人才技能提升的必

要性基础上，分析当下民族音乐教育现状，并提出 AI技术助力学校民族音乐人才技能提升的策

略，旨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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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ool folk music teaching has always been a topic of concer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I technology is introduced into the folk music classroom. The integration of
folk music classroom and AI technology is highly valued by schools and teachers.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onstruct a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of national music, whic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 skill level and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application ability. On
the basis of expounding the necessity of AI technology to help improve the skills of ethnic music talents
in schoo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thnic music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of AI technology to help improve the skills of ethnic music talents in schools, aiming at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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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让 AI 技术走进学校民族音乐课堂，提高民族音乐教学

模式的效率，教师们要寻求创新，丰富教学内容，并建立一

个多层次的、立体的教学体系。当下民族音乐教学模式存在

一些问题、挑战，传统的学校民族音乐课堂教学一般是注重

对专业知识的灌输，缺乏 AI 技术参与实践，很困难去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学校音乐教师需要摒弃传统的教学模式，

将学生置于教学的核心位置，采用 AI 技术助力学校民族音

乐课堂，找寻符合学生发展规律的教学方法，促进学校民族

音乐教学质量稳步提高，以此来提高人才的专业技能水平。

一、AI 技术驱动民族音乐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要

性

(一）提升学生的情感体验

人工智能驱动下学校民族音乐教学模式创新能够提升

学生的情感体验。民族音乐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教师在

教学中凭借讲解基础音乐理论难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对于实

践运用也难以带来过多帮助，而民族音乐在众多现实生活中

而来，代表着无数前人的智慧结晶，因此，在学校民族音乐

教学中教学模式重构是创新课堂教学的关键，而人工智能驱

动模式凭借教学情景模拟的创设，能够帮助学生在更加生动

形象的场景中感受所学音乐场景，并且凭借日常生活为主题

的熟悉情景也能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学生对音乐的感受更

加深刻。

（二）集中学生的课堂专注力。

人工智能驱动的民族音乐教学模式重构能够集中学生

的课堂专注力。当前在学校民族音乐教学中影响教学质量的

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学生在课堂上缺乏专注力，而究其根本，

主要是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的参与感不强，学生在传统教

学模式中课堂上一般占据被动地位，很多时候都是在教师的

安排下开展学习活动，自己并无过多自主权，在这种教学模

式下，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自主性被大幅降低。[1]而人工智

能驱动教学模式主张在课堂教学中创建多元化的模拟情景

并引导学生参与其中，在开放的教学情景中学生也有更多自

主性，很好提高学生对教学活动的参与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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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跃学生思维

AI 技术驱动下学校民族音乐教学模式重构能够活跃学

生的学科思维，发展心理学中曾指出学校阶段的个体对外界

事物的认知依靠形象思维，学生在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中也是

形象化的教学模式一般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学生在日常生

活并真实的实操情境，因此利用课堂教学这个契机创设场景，

利用 AI 技术驱动把学生视为课堂主体来给学生提供实践机

会，锻炼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凭借在教学情景中引出思考

问题能够调动学生的思维运转，锻炼学科思维，引导学生养

成主动学习的意识。AI技术驱动的学校民族音乐教学模式重

构的给学生提供了跨越学科边界的机会，学生在参与跨学科

智能音乐活动过程深入了解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跨界的学

习经历使得学生能够跳出传统学科的局限，多个角度去思考

问题，发现不同层面的问题与解决途径，激发出创新的思维

方式，学生要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技能来解决复杂的

问题，增强了他们的创新能力。学生把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

法相互融合，用其他学科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问题，发现问

题的新的解决方案，提出创新，创新思维的培养有利于学生

在未来的学习里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更好促进其专

业水平的提升。

二、当下民族音乐教育现状

所谓民族音乐教学，就是指教师和学生之间从专业方面

开展互动，将教材知识以更加生动、具体的形象展现给学生。

教师在人工智能驱动教学模式中在课堂教学中利用人工智

能辅助，创设情境并营造相应的教学氛围，降低学生的畏难

心理，保障教学质量。传统的师生在此教学模式里地位得到

重塑，学生在某些情景下也可以担当主角，教师和学生都能

以更加多元化的视角来看问题，人工智能驱动教学模式一改

传统教学模式下严肃刻板的课堂氛围，开放性的课堂氛围也

使得学生的学习压力大幅削减，此教学模式突破了传统教学

模式中教学目标的局限性，把教学重点由对应试能力的提升

转化到对学科素养的构建上，给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带来巨

大帮助。[2]

（一）教学方法单一

大多数学校民族音乐课堂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

为中心，认为教师应该是课堂的中心和主角，负责传授知识

和引导学生学习，教师倾向于采用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

将课堂上的学习活动集中在教师的讲解和学生的听讲上，忽

视了学生的参与和互动，去注重知识的传授和填鸭式的学习。

传统的教学方法存在一些局限性，教学方法单一，过度依赖

讲授和传授知识，容易使学生产生学习厌倦和乏味感，难以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学生的参与度不高，课堂氛

围比较单一。[2]要知道传统的教育理念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

传授知识，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和学科素养，教师是知识的

传授者和权威代表，教师认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更为有效和可

靠，所以更倾向于沿用已有的教学模式，不愿尝试新的教学

方法和教学理念，忽视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教学内容单一、教学方法呆板，加之学生对民族音乐学习的

认识局限于应试需求，很多学生对民族音乐学习缺乏兴趣，

抱有消极态度。因此，教师在应人工智能驱动下民族音乐教

学模式重构，创新教学方法，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二）学生缺乏课堂主动性

学生缺乏课堂主动性。学校阶段要培养学生学科兴趣、

帮助学生掌握正确学习方法，但是在以往的教育背景中教学

内容超前化的现象较为严重，很多教师受到应试教育风气的

影响，在家长和社会期待的巨大压力下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

出现过多超出学生当前认知能力的内容，导致学习活动的难

度一步一步上升，音乐学习难度的上升也大大挫伤了学生对

教学活动的参与积极性。[3]教师为了确保教学效率一般在课

堂管理上采取严格措施，把课堂节奏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使得学生更多以被动的角色执行教师的指令，限制了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开放思维，课堂地位的降低也导致学生对课堂活

动的参与积极性降低，以致给教学效率带来负面影响。

三、AI 技术驱动民族音乐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

（一）多元化教学

教师设计多样化的项目制学习工坊形式，借助 Deepseek

的丰富资源来为学校民族音乐课堂设计加入更加多样化、生

动的学习体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师利用数字媒体，播

放民族音乐实操视频，学生身临其境地完成学习任务，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其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学校民族音乐

学习的积极性，学生把课堂所学的知识结合现实，提升学生

核心素养，教授学生由不同角度思考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极大培养了学生批判性思维。利用 AI 技术，组织学生进行

民族音乐实践，学生在专业学习中获得乐趣，丰富了学校民

族音乐教学活动，锻炼学生们团队合作能力，提高学生专业

技能能力。

（二）积极布置发展性任务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需要利用 Deepseek等 AI 技术创设

真实的情境辅助教学，设计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发展性任

务。无论是在授课时、还是在授课的下课后，教师都要布置

发展任务，并且所布置的学校民族音乐实践任务要进行梦幻

联动。[4]在任务完成的过程中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去纠正音乐

创作学习过程的错误，巩固基础知识，拓展学校民族音乐知

识层面、思维方式。学校民族音乐学习具有实用性的，学生

们由知到会、由会到用，由用到会说、能听的转变，发展性

任务则更利于学生民族音乐知识的纠正与发展，慢慢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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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自信心。学生在其教育任务引导下能够更好达成目标，

敢于操作，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里一步

一步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

（三）个性化教学设计（满足不同学习水平学生的需求）

学校民族音乐课堂教学难度的层次性设计非常重要，但

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学生有较为明显的个体差

异，差异体现在学习能力上、兴趣点以及学习习惯上。学生

在学习能力方面，有的或许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学习能力，能

快速理解掌握知识，有的学生或许还在基础知识上挣扎，他

们要更多的时间以及指导；在兴趣点方面，有的学生对记知

识点一腔热情，相反有的学生对实践更感兴趣；学生学习习

惯上有的自律性强能独立完成学习任务，有的学生要老师的

监督。面对学生的个体差异，传统的一刀切教学模式已经无

法满足全部学生的需求。课堂教学设计难度过高的话会导致

部分学生感到吃力，产生挫败感；设计难度过低的话部分学

生觉得无聊，缺乏挑战性。所以，AI技术助力下的学校民族

音乐教学可以实施个性化教学设计，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

兴趣，利用 Deepseek设计不同难度和类型的学习任务，保障

每个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水平上得到提升，拓宽思路。教

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善于观察，善于发现，善于倾听，及时捕

捉和发现当下学生们的感兴趣的事情，以此根据每个学生们

的爱好兴趣点布置学习任务，因材施教。教师也应该及时处

理课堂作业，分析每个学生的不同，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帮助学生内化知识点。[5]

四、结语

AI技术助力学校民族音乐人才技能提升，从多样化到个

性化学习路径设计教学课堂能够促进学生学习效率提升，让

学生树立了正确的学习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

的社会责任感。学生这当中要学会获取民族音乐知识，学会

去学习并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技巧运用的书本知识上，培养

自我驱动的学习动力。本成果的创新教育模式获得了广泛认

可、推广，有些学校纷纷借鉴并采用来推动了学校民族音乐

教育工作的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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