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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音乐学科教育中“德育”的重要性 
邹采芳 

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2017 级 8 班，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道德教育作为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音乐教育密切相关。道德教育是音乐教育的灵魂，而音乐教育则是道德教育的载体。两者有机

结合，相互渗透，在培养学生情感，促进全面发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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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乐教育 
音乐教育是以音乐为审美背景的教育手段，通过音乐教育提

高学生的审美素质，培养情感，继承文化，使学生身心发展得到
全面的发展。音乐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音乐教育源于
人的音乐，源于人的生产和社会生活。在音乐的影响下，有针对
性的教育实践是狭义的音乐教育，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以及
音乐教育的各个方面。学校音乐教育分为专业音乐学校教育和普
通学校音乐教育，旨在培养音乐表演和表演的基本理论，传授艺
术实践知识的基本技能和先进的应用型人才模式。本文以音乐教
育为主题，以学校音乐教育为对象，以音乐知识教学和普及为主
要内容，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和文化成就。 

音乐教育是一种提高学生基本音乐知识、音乐技能、音乐表
演和音乐欣赏能力的过程。让学生掌握音乐教育中的一些基本音
乐知识，了解音乐的主要内容，培养情感，提高心理素质，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音乐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在小学音乐教育的基
础上，继续了解民族音乐、民间音乐和国外优秀音乐作品等方面
的基本音乐知识和技能，进一步培养学生对音乐的热爱，对祖国
的感情。 

二、德育 
德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德育又称道德教育。广义上讲，道德教育是指一切有
目的、有计划的活动，包括社会道德教育、学校道德教育和家庭
道德教育，这些活动对社会成员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方面都有影
响。德育是指学校狭义的德育，是指教师根据一定的社会或阶级
要求，有目的地对学生的思想和道德进行塑造。结合教育的经验
和实践，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和阶级道德教育活动的需要，即教育
者有目的地培养教育活动的道德素质。 

德育的功能可分为三类：德育的社会功能、德育的个体功能
和德育的教育功能。德育的教育功能可分为两类：显性德育和隐
性德育。明确的道德教育是对学生的直接道德教育，它更直接，
更容易受到学生的抵制。隐性道德教育是指学生看不见的道德教
育形式。它更隐蔽，学生更容易接受。音乐教育中的道德教育就
是一种良好的隐性道德教育。 

三、音乐学科教育中德育的重要性 
1.让学生在艺术的殿堂中塑造美丽的心灵 
音乐艺术是人类最伟大的创作之一。音乐之美是让人情感

化、热衷于音乐的关键。音乐的美源于主客观的结合，形式与内
容的统一。通过声音的艺术组合，表现出动静之美，以及情感之
美，使人受到影响，让人们身心健康。音乐教育能有效促进学生
的均衡和谐发展，符合形式美的基本原则，即和谐、统一、对称、
平衡。 

美学是音乐教育的自然体现，是音乐的本质特征。在音乐教
育中，音乐作品主要通过歌唱、演奏和欣赏来表达。丰富多彩的
教学内容和灵活多变的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
学生理解和创造音乐美的能力，从而主观地获得音乐审美体验。
这种体验自然和真实。音乐的审美体验越多，就越深入人心。 

音乐在塑造好的思想和形象方面类似于通常的道德教育。音
乐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每个学生成为音乐家，而是通过独特的音
乐形式和手段培养更高尚、更完美、更现实的现代人，这也是德
育的目标。目前，我国音乐教育的目标已经明确：音乐教育是审
美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培养学生对音乐学习的良好态度，引导

学生积极参与音乐实践；丰富的情感体验，使学生在音乐学习中
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有更好的音乐学习经验。学生有感受、行
动和欣赏音乐的能力；弘扬民族音乐，让年轻一代了解、熟悉和
热爱民族文化传统，实现音乐教育的社会目标。这符合德育的目
标，能塑造美丽的灵魂和美丽的形象。 

四、在情感体验中形成善恶美丑的认知 
“知善恶”、“知美丑”是人们思想道德最基本的品质之一。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辨认善与恶、美与丑、对与错，那么我们就
不知道我们的社会会糟糕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会对我们造成什
么样的后果。因此，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学生“知善
恶”、“知美丑”。 

情感是音乐艺术教育必须提供的最具教育性、最人性化、最
有效的教育。在音乐教育中，每首歌都表达一定的思想和情感。
许多歌曲是社会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观的直接或间接表达，告诉
学生什么是美，丑，善，恶。只要教师稍加指导，学生就可以从
欣赏音乐的过程中逐步了解，进而接受最深刻的思想教育。 

五、主动参与培养集体观念和协作精神 
如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疏远，尤其是在城市

里。独生子女的家庭与外界更为隔绝。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
淡薄，难以相处。因此，培养学生的学习、交流和合作能力，深
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已成为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课外音乐活动是深化音乐教学改革的发展和延伸。课外音乐
活动是宏伟的花园和广阔的海洋。课外音乐活动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接近学生的实际情况。课外音乐活动往往需要许多人的合
作才能成功。例如，合唱比赛必须以集体形式进行，要求学生具
有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和合作精神。其他舞台表演、音乐合奏等。
也需要个人和团体紧密合作，才能取得全面的成功。这可以极大
地培养学生的沟通与合作能力，增强学生在活动中的情感交流。 

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音乐教育作为培养“和谐人”的有力手段，比其他艺术形式

更具优势。它强调通过音乐学习可以形成优良的人格，优秀的音
乐作品是作者根据自身的经验来表达作者内心情感世界的，它更
可以增强人格的力量。 

七、培养学生乐观积极向上的性格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人们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人们用

艺术表达自己的情感。”音乐作为一种情感艺术，可以触动人们
的心灵，获得情感上的同情。在音乐教育中，教师应善于观察和
挖掘学生的基本素质，运用音乐教育与学生进行情感交流，引导
孤独内向的学生逐渐变得开朗和乐观。同时，通过音乐形成情感
上的共鸣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促进情感的发展，形成良
好的人际关系。 

结语： 
音乐教育是德育的一部分，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

佳途径之一。它以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产生效果。良好的音乐教
育不仅能树立学生的理想，陶冶学生的情操，而且对加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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