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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高职学前钢琴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路径探索
——以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为例

王艳芳

（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000）

摘要：2017 年，上海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精神，全面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构建以思想政治

理论为核心、以综合素养课为支撑、以专业课程为辐射的“三位

一体”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如何以高职钢琴专业课为辐射，

融入“课程思政”教育理念，是本文要探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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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的理念体现了我国高校育人思想的理论升华与

实践深化。在这一视域下，我们的课堂教学隐含很多教育内容，

不仅教授专业知识与技能，还需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融入其中，

与专业教育同步协调，进一步强化显性教育，同时细化隐性教育。

通过深化“课程思政”教育理念，把“立德树人”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让专业课有思政味儿，在“润物细无声”中体现育人功能。

高职学前教育开设的钢琴课是一门专业技能课，该课程具有很

强的实践操作性，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工匠精

神”，磨练学生的意志，提升学生的道德情操，内化学生的艺术修

养等，在学生成长道路上起到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实现

知识、技能、素质三维教育目标，以钢琴教学为载体，深入挖掘、

探索其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培养新时代高职合格人才。

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

体现“把盐撒在汤里”的润物无声地教育目标。我们从以下方面

去探索、突破。

一、 转变教师理念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学生三观教育的引路人，教师的育人

意识与育人能力是决定“课程思政”效果的关键因素。亲其师而

信其道，只有学生认同教师，才能接受其知识与思想，因此，作

为高职院校的一名教师，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职责，是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立德树人是主旨。“课

程思政”是要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格局，将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协同共育，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

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思政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即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就要求钢琴教师要转变教育思想，在培

养学生技能学习的同时也要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真正做到“课

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

二、创新教材内容

为构建符合高职学前专业钢琴教育的特色教材，我院钢琴教师

在 2014 年就编写出版了《实用琴法》教材，目前第二版即将出版。

第二次修订中进行内容整合设计，体例创新，对一些曲目做了相应

的调整，增强了教材的专业性与系统性，关注了课程和教学的实践

化及学生的体验感，增加了训练的针对性、趣味性、实用性。教材

中有基础训练，有爱国题材的作品，有中外经典民歌及儿歌，突显

了内容的多元化与丰富性，这些内容，不仅易于学生弹奏、弹唱，

且能唤醒学生对民歌魅力的体悟，传承优秀传统音乐文化，提升学

生的音乐感悟与欣赏能力，潜移默化地渗透审美教育。该教材中还

融入信息化元素，实现教材立体化。学生可以通过扫码实现随时随

地视听每一首教材内容，通过视听，学生在领略作品完整性的同时，

可以更精更细地学习弹奏内容，旨在努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在教学的过程中，教材内容的选择至关重要，既要把握难易

程度，又要顾及其教育意义，因此在选编教材内容时，我们根据

学前教育学生几乎零基础的现状，从钢琴基础开始，通过单手断

奏、双手断奏、五指连奏、音阶练习、不同时值音符连奏到钢琴

小曲的弹奏，由浅入深，由简到繁，逐步提高弹奏技能、伴奏水平。

在教材内容编排上有所创新，便于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自弹自

唱特选编幼儿喜闻乐见的、学生比较熟悉的儿歌，部分曲目由编

者编配伴奏，简单易弹，以适应教学；同时，通过对这些儿歌的

分析与练习，使学生对伴奏编配有一定的认识，为即兴伴奏打基础。

学生通过几个星期的学习、练习，就可以弹奏 1~2 首儿歌，在幼

儿园见习时，可以“现学现卖”，学生也会有成就感，可以充分

体现职业教育的特点。

三、探究教学方法

钢琴教学中，我院教师根据学生的不同基础，教学采用按进

度分组教学，一对一指导，教学比较灵活，针对性强，让学生学

以致用。在教法上，我们采用分组、分层次、单独指导相结合的

教学方式，通过这种组合方式教学，大部分学生能在学校学习期

间解决基本的弹奏能力、音乐表演能力与儿歌伴奏编配能力。学

生开课的第一学期，按课时、人数，分组教学，确保每位同学每

周都有上课机会。第二学期开始，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实行分

层次教学，分为快、中、慢三个组，因材施教，使每位学生在校

学习期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分组上课，学生还可以互相学习，

形成“比学赶帮”的学习氛围。通过各种方法的组合学习，可以

培养学生坚持不懈，刻苦上进，勤学苦练的精神，学生的点滴进步，

都体现在他们的手指上。此外，学生在课上会录制讲授与示范弹

奏视频，以便课后练习遇到问题时查看，还可以利用微信平台，

及时与老师沟通交流，多方位、多角度地让学生实现无障碍学习。

四、结语

我院钢琴教师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中渗透思政元素，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中心环节，贯彻“全程、全员、全方位”

的育人模式，增强“课程思政”意识，在传授技能的同时不忘育

人职责，真正做到“寓教于乐，知行合一，春风化雨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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