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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音乐教育融入区域音乐“课程思政”的
创新实践路径研究

高若星

（扬州大学音乐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基于素质教育改革背景下，高校教师除去开展专业教学，还应提高对思政教育的重视程度，尝试将课程内容与思政教育有效

整合，完善思政教育体系，优化音乐教学成效。基于此，教师可以探寻合适契机和实践路径来融入各区域地方乐派思政教育，结合当地

区域音乐流通特点和学生音乐美学需求来探寻有效措施，从而创新教学方式、革新教学理念，最终完善思政教学体系，深化音乐教育改革，

最终构建科学且规范的音乐教育思政育人机制。如何基于区域音乐教育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是当前教师们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本文将围绕这一议题展开深入探究，以期对教师们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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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音乐包含容纳着丰富的文艺精神内涵、国学文化底蕴以

及民族意义，将其引入到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建设区域音乐的教学不仅是作品的积累，更存在于潜移暗化的音

乐教育当中。具体来讲，教师在区域音乐教育中渗透思政教育时，

需要根据音乐课程教学需求和地方区域文化特性来制定切实可行

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案，从而能够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坚定理

想信念，为他们后续发展和深造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样，高校能

够充分发挥人才培育的主阵地作用，通过在思政教育中融入音乐

教育来展现文化内涵、彰显德育价值，最终能够推进高校思政教

育改革进程。鉴于此，本文结合笔者的实践教学经验展开深入探究，

分析区域音乐教育融入“课程思政”的现实意义，剖析高校区域

音乐“课程思政”教育即将面临的目标，提出具体的创新实践路径，

旨在为高校教师开展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一、中国高校音乐教育融入区域音乐“课程思政”的现实意

义

伴随民族音乐学派的风格与体裁的日益成熟，凝结着多重文

化与民间视角的地方音乐流派基于充分吸收民族优秀艺术成果的

影响之时，也在审视自我的文化走向。在我国高校的建设过程中，

融汇世界百家优秀文化，集众之长。伴随着不断学习并融入世界

的前端教育环境浪潮之中，吸纳各界国际化艺术学者及大家，我

国高校也应基于此时代契机，不仅努力实现国际化、现代化的教

学战略目标，更应开放胸怀，兼容并包，构建东西文化并用、国

学引领为先、地方音乐协同的教育设置，吸收地方乐派的深厚艺

术底蕴，锻造各地方区域的音乐灵魂。各个课程教师有必要将各

地方区域音乐思政教育融入到课程教学之中，以此来打造健全的

音乐课程思政系统，培养高校学生形成积极的包容心态，容纳地

方优秀音乐艺术文化，面对色彩斑斓的艺术成果，树立正确的国

学价值观，为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意识形态基础。

（一）传承地方乐派美学，创造地方文艺特色，传播国学文

化精神

“区域音乐的融入”不仅作为根植地方区域文化，融入时代，

服务教育与社会，拓展学生国学修养及艺术认知的小目标，皆是

作为我国民族乐派走向世界，展示弘扬华夏音乐文化，走向世界

前沿舞台的大目标。区域音乐不仅现身舞台，更应搬上讲台，想

要和世界对话与交流，需保留地方特色。诸多的区域音乐文化，

是大多较为原生，未经过现代社会生活习俗与人文思想影响且左

右的，各区域乐派彼此不可取代亦不相互排斥。符合高校音乐教

育的建设发展现实，也与我国乐派的丰富与完善紧密相连。高校

的教师需要在培养学生音乐技能的基础上，其选择的教学内容方

式要遵循学习者的身心发展和发展需要，从而能够有针对性、选

择性地将区域音乐教学纳入到课堂教学中，有效激发他们的国学

审美意识。

（二）回归地方生态，建立文化自觉，实现艺术兴国

继中国经济崛起之后，我国始终致力于文化复兴，提倡回归

原始的音乐自然生态。区域音乐的音乐语言不仅来源于自然环境，

人文情感的思考，还改造生活，情态精神交融。与直观的西方音

乐色调语言相比，区域音乐特色包含诸多含蓄的人观物态情觉，

及包含地方区域的社会感受经验，也涉及最为原始的喜怒哀乐情

绪，万物相通且心尖共鸣。从自然生长到乡国情感，从歌唱爱情

到歌唱祖国，区域音乐反映了民间心声与社会活动，音乐样式众多，

仿佛从草根长出来，咏神颂物，袒露心境。区域音乐存在着强大

的民族性，伴随区域音乐融入教学课堂，也是呈现高校内的文艺观，

倡导各区域音乐流派保存传承，多元文化传递共生。通过引入区

域音乐来全面渗透思政教学理念，引导学生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内涵与意义，完善他们的音乐价值体系和认知体系，进而

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政治素养和国乐导向，帮助他们坚定文化自

信的理想和信念，使其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和努力，最终能

够充分彰显思政教育的育人价值，即不仅可以完善思政教育体系，

还能够促进学生国乐认同及音乐价值大观全面平衡发展，实现艺

术兴国的最终目的。

二、高校区域音乐“课程思政”教育面临的目标

（一）区域音乐的建设与模式达到教学研究的需求

根植于脚下泥土的区域音乐是我国民间族群文化的社会缩影，

部分区域乐派长期以“口传心授”的模式存与民间，缺乏科学的

系统研究使区域音乐大多活跃与范围固定的小型圈子当中。关注

各区域的地方乐派的文化意义与教学价值，会更好的传承国乐精

华，是时代发展所趋，亦是当下我国社会音乐艺术领域提出的新

要求。1）对社会文艺领域具有教学价值、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乃基本模式及理论满足传承性和发展性，满足研究的可能；在研

究当中，既要防止过于保守，力求将区域音乐融入到现代音乐文

化教育当中，又要使其接纳现代主义的同时，保持原始的传统艺

术生态。2）对适应学科理论建设应具有学术研究和实践价值：从

单纯对地方特色的美学心态关注以外，上升至区域音乐传统特色

的理论层面，即拓展到对区域音乐进行人类文化的格局层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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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角度，区域音乐作为音乐教学中的一环，需要有着严密的学

科建设研究和体系论证。3）对我国民族乐派的区域建立具有填充

和开发、完善的作用：在梳理传统音乐形式的基础上，总结地方

民间的演奏演唱现象，寻找共性进行具象分析，使其在过去小众

化的民间艺术变得有理可循，有据可见，让教学对象易理解与掌握。

（二）避免教学方式单一，在学科交融中深化“乐派自信”

基于新形势下，为适应现代化音乐教育发展需求，教师需要

在先进思想和技术的加持辅助下创新教学，拓展各区域音乐“课

程思政”内容传播范围。从“区域音乐自信”到“乐派自信”“文

化自信”的深化，将在学科交融中寻找教学契机。区域音乐育人

价值的实现过程，应当尝试内外兼修的教学方式，使用国学精神

来引导和感悟。如同文学与地方音乐结合，皆可在看似繁杂的不

同乐派方式，都含在国学格律诗歌的万象包容对称之中。把区域

音乐纳入中国文学给予融合分析，把音乐作为理解世界的窗口，

用国学之道来实现音乐教学的文艺价值观与世界观。一场戏，唱

腔念词打锣，涵盖并符合音乐教学的所有形态，有助学生理解感

悟和生成国乐风格的思想创造。区域音乐的价值与真谛，亦在于

与其他学科相合，在学科的比较和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建立区域音

乐的自信，发现原始音乐生态的文化优势，启迪学生尊重国学多

元文化及世界多元文化的差异之处，树立属于国族的文艺容纳观

念，洞见区域音乐的独特艺术思维与情趣，敞开文化胸怀。

三、高校音乐教育融入区域音乐“课程思政”的创新实践路

径

（一）完善课程设置，关注核心取向

目前，诸多高校的课程不能很好地满足对于区域音乐的兴趣

与文化共鸣，因此高校在设置音乐教育课程的过程中须采取行之

有效的措施。1）学科实践中理清地方音乐内涵与层次，建立每节

课及的核心取向及目标，使路径与知识技能、鉴赏过程与方法、

音乐情感与价值观多重结合，给音乐素养核心取向结实到每个教

学落点。从课程目标而言，丰富学生的体验，培养学生的美学情趣，

将区域音乐体现的文化底蕴与人文精神内化成为学生的欣赏态度

与品格。通过完善课程目标的设置实现音乐课程价值，从而提升

学科教育的深层内涵。2）具体化到课程设置内的核心区域，关键

内容。在课程表现中，关键内容在于对区域音乐的感受力度与鉴赏、

音乐的表现与分析、地方音乐特性及相关艺术文化的结合等。届

时以当跳出学科及课程内部，联合其他专业内容进行跨学科整合，

以核心取向统筹课堂教学，使其联合成教学的关键内容来引领和

落实所有实践。通过这种方式，加深学生对区域音乐教育的含义

与价值的认识，促进他们将思政素养转化为价值观念。

（二）欣赏为主，多唯参与

对音乐整体的敏锐反应与对音乐内涵的创造能力分别从感受、

欣赏、表达、创造等诸多层面来体现。听唱相和，赏思同步，观

奏结合，察析体验，以不同区域的区域音乐传统吟唱、律动、声

势的参与引导对音乐特性的广泛认识；图谱的完善则将单一口头

的表演到科学文本视觉可见的具体化过程；表演的参与与模拟演

奏演唱来升级学生的感官体验，此行为的参与使即兴地针对地方

音乐的模仿性体验，使其对音乐的专注力和敏锐度得到提高，同

时“欣赏”与“表演”成为双头的牵引力。为此，教师引导学生

投入到音乐欣赏中，潜移默化的通过地方乐派熏陶和感染学生，

使其感官体验欣赏为主的基础上渗透理智的音乐思维和鉴赏，深

入领会音乐背后的创作规则，从音乐本质出发感悟地方精神、国

族精神，坚定建设和发展社会的目标，增强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整合教学资源，输送表演过程

音乐教学资源能给高校教师带来新的教学理念，丰富了教学

内容，拓宽了教学途径，使思政教学效果得以最大发挥。基于此，

加强对“区域音乐文化资源”的发掘与保护，不同时期、的区域

代表作品的内涵与价值，由各学科的教师与研究学者进行深入探

究，最后达到对区域音乐进行细化分类与整理的目的，同时加强

对地方音乐教育材料的数据图文搜集与保存，为此后的各区域音

乐“课程思政”教学工作提供借鉴。同时，也可以试图创建包含

地方乐派的大型音乐数据库，对与音乐有关的数据进行持续的补

充和改进，对地方音乐教育资源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高校也可

以与校外纪念馆、实践舞台基地等社会组织进行合作，通过这种

方式整合校内外的资源，使学生们走出教室，参与校外观摩演绎

教学。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网络媒体渠道针对地方音乐数据材

料和思政资源进行整合，适时的补充和扩展各区域音乐“课程思政”

内容，最终为地方区域乐派建设视野输送优质人才。

（四）关注评价过程，走向多元的评价体系

随着时代变迁和教育思潮的发展，评价的功能目的紧紧伴随

和影响着课程完善与改革，进而影响课程培养和目标实现。区域

音乐融入教学要以“育人为本”的核心目标前提下关注以学生为

主体的评价过程，专注学生、校园与社会的彼此交互作用，注重

个性的评价指标，构成形式多元的评价体系。各区域音乐教学进

入课堂，将学生“秀”出课堂和校园，着眼个性差异的教学评价，

促进学生在区域音乐学习方面的突破。在艺术培养目标的引领下，

区域音乐的教学评价不仅是具有评定等级的地方音乐素养与表演

技能的鉴定，也是对高校学生未来个人音乐发展的潜质评价，区

域音乐更好的发挥于教育教学的导向评价，对高校学生产生终身

社会素养的评价。

四、结语

基于新时期背景下，高校教师需及时转变音乐教学理念和更

新教学方法，探寻融入区域音乐“课程思政”音乐教育的合适契

机与实践路径，旨在构建完善、科学的“区域音乐”教学模式。

从完善课程设置，欣赏为主、多唯参与，到教学资源整合，关注

评价过程，等教学环节中渗透区域音乐教育、传递国族精神，从

而能够实现区域音乐教育与思政教学的有效融合，充分彰显“课

程思政”的教育优势和价值。坚信“区域音乐”的教学建设在与

其他区域乐派、民族乐派、国家乐派的音乐互通互融，和谐并行，

必将为高校音乐教育乃世界音乐文化提供更为多元丰富的音乐容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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