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6 Vol. 5 No. 12 2023教育前沿

中学音乐教学的德育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王　维

（兰州市第五十四中，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水平不断进步，德育成为当前教育工作的重心之一。德育教育可以渗透至各个学科之间，音乐作为陶

冶学生情操、提升学生音乐素养、丰富学生个人情感的学科，在德育教育领域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德育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帮助学生建立自立自强的坚韧品格，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通

过论述中学音乐教学的德育功能，分析音乐教学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路径，旨在提升课堂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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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持续推进，中学音乐教师要在设置课堂教学活动时，

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结合学生学习实际情况合理设定

教学方案，以此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切实增强课堂教学成效。

同时，教师要在教学活动中合理设定德育教育内容，满足学生新

时期发展的实际需求，培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

加强学生核心素养水平，推动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一、中学音乐教学的德育功能

音乐教学过程中融合德育教育元素，往往比单纯的德育教育

理论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更容易被人们接纳。很多歌曲中都包

含丰富的情感，部分歌曲情感含蓄且内敛；部分歌舞情感叙述浓

烈且深刻，但是不管哪种类型的歌曲，富含丰富情感的音乐都可

将其彰显得淋漓尽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音乐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可选取部分包含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的歌曲与学生

共赏，引导学生理解歌曲中蕴含的丰富情感，并将这些情感传递

给学生，使得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帮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接受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并向优秀的

民族精神靠拢，使得学生不断提升自身修养，使其在为人处世中

时常掀起此类民族精神，逐渐形成优秀的个人品格，帮助学生建

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音乐的另一个主要影响就是传播

速度较快，很多流行音乐可以展现时代的发展特性，教师也可在

音乐选取过程中挑选时代主旋律的歌曲，让学生紧随时代发展的

脚步，也可选取部分经典歌曲，让学生感悟当时创作的年代，学

习歌曲中任务坚韧勇敢、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了解那个年代的

优秀民族精神、那个年代所弘扬的文化。

二、发挥中学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的必要性

学习音乐知识是为了帮助学生加深对音乐的认知，并获取相

应的专业技能。学习音乐可以塑造学生的审美理念，正确引导学

生的创造能力。中学音乐课程涵盖多个方面：音乐基础理论、方法、

概念和文化。教师要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不让学生停

留在被动、单一的学习和训练中，要让他们在学习中充分增强自

我意识，深入了解自己。教师应明确音乐课堂教学中的趣味性原

则应用。在学生音乐课程教育中，教师要让学生充分释放压力和

享受音乐学习，放正心态，感受音乐的美，思考一些问题，从内

心深处去感受。随着音乐素养的修炼，学生们的浮躁感越来越少，

可以静下心来思考自己。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彰显是其他学科教

育无法实现的，它不需要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只需教师顺应节奏，

满足学生的精神需求，充分发挥学生音乐能力发展的主体作用。

三、中学音乐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对音乐教学重视程度不足

部分中学音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音乐教育对

于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性。一部分中学学校对于音乐教师缺少重

视，使得本来用于音乐教学的时间用来上文化课，严重阻碍学生

综合素养的提升。学校不重视音乐课程，没有为学生保留充足的

上课时间，致使学生在音乐学习过程中无法领悟音乐传递的情感，

不能增强学生思想道德涵养。

（二）教师专业素养水平有待提升

部分音乐教师的教学水准、思想道德涵养仍存在一定上升空

间。部分音乐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并未重视自身言行举止，

又或是会在教学中使用不恰当语言，导致此类言行被学生模仿，

不利于提升学生思想道德素养。

四、中学音乐教学德育实践路径

（一）创新教学模式，提升课堂教学水平

新时期音乐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重视学生主体地位，

促使学生在音乐学习过程中更主动的接受德育教育的熏陶，以此

加强德育教学成效。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部分中学音乐教师

认为在教学过程中，要多为学生讲述音乐曲目，方可加深学生对

音乐知识的理解。基于此种教学模式支持下，学生会认为音乐学

习活动难度较高，无法提升对音乐学习的兴趣，进而致使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不能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对此，中学音乐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要及时创新教学模式，及时转化传统单一且枯燥

的教学形式，积极融合新课标改革的相关理念，并在课堂教学中

强化音乐德育功能，使得学生正确认识音乐学习的重要性，方可

充分调动学生对音乐学习的积极性，有助于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水

平，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教学目标，实现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比如，

学习《民族民间器乐》这一内容时，教师可设置任务驱动教学模

式。当前，学生接触网络信息的路径较多，中学音乐教师可以运

用这一主题，鼓励学生在小组学习过程中，从网络中搜集和民间

器乐相关的资料，并结合搜集的内容设置 PPT。在进行课堂教学时，

教师要先营造出开放性的学习氛围，让每个学习小组自由展示制

作的 PPT 内容，以丰富音乐课堂教学内容。在此过程中，学生能

够直观地体会到器乐文化及传统音乐文化，充分感受器乐对音乐

学习的重要价值，进而增强对音乐的喜爱之情。

（二）融合音乐榜样，加强教师深度指导

常言道，教师是人类灵魂的铸造师，什么样的教师就会塑造

什么样的学生。中学阶段的学生，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模仿能

力，此时的教师是学生模仿的榜样，教师要切实提升自身涵养，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严格约束自己，方可为学生树

立榜样作用。此外，要积极鼓励学生向优秀的人才学习，擅于发

现他人身上的闪光点，进而增强自身专业素养。教师可以结合多

种路径提升自身：第一，教师在日常中可以多听取有关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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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统文化的歌曲，以此鼓励自身努力奋斗，如《爱我中国》《五

星红旗》等，通过听取此类歌曲可以树立民族自信心，鼓励自身

顽强拼搏，并将优秀的民族精神烙印在内心深处，使得自身成为

优秀民族精神的践行者，为学生树立优秀模仿。第二，教师也可

多多阅读，只读一两本书对自身影响不大，需要持续阅读大量书籍，

将书籍的内容内化于心，汲取书籍中的力量，方可对价值观塑造

有所助力。读书也是和智者对话、与智者交谈，不论是谈人生还

是谈理想，看看那些优秀的人的人生观、看看那些伟人的世界观

和格局，听听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理解都会逐渐提升自己的格局，

提升自己的气质。教师是学生的榜样，教师对人生的看法和态度

直接决定学生的人生观，教师要提升自己的气质才能更好地教学。

第三，教师要时刻注意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注意自己和其他教

师以及学生交谈的态度，要时刻记住自己是学生的榜样、是学生

学习的目标。教师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端正自己的态度，做

人不卑不亢、做事认真细致，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

（三）紧密联系实际，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中学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将理论知识和生活实际紧密

结合，积极鼓励学生参与课堂实践活动，并在活动中渗透德育元

素。由于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已然获得相应的思考能力，

对于外界事物有自我认知。对此，音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综合

学生发展特性，指导学生参与各类实践活动，加深对音乐的认识，

有助于提升学生思想层次，使得学生成为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才。

在中学音乐教师教学时，音乐教师也应该将学生的社会实践内容

和德育元素相互融合，促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养成正确的人生价

值观点，也能有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例如，引导学生学习《歌

唱美丽的家乡》的教学后，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引导，如让学生运

用课后时间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对家乡基本情况的

调查，使学生充分感受到每个时期的家乡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能够让学生对国家富强及党的正确决策方针产生认同感，进而

使学生能够发自内心地热爱党、热爱家乡，增强学生对国家的认

同感，实现对学生思想品质的培养。

（四）增设音乐鉴赏，补充课堂所学内容

音乐教师的课程目标在于帮助学生学会鉴赏音乐，领导学生

感悟音乐中蕴含的各类情感。良好的音乐教学活动可加强学生对

音乐的感知，使得学生通过简单的文字概述体会音乐中的内涵，

进而启发学生思维，增强学生音乐鉴赏能力。对音乐的学习也可

帮助学生深化综合素养，充分发挥德育教学的重要作用，使得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可树立自信心和耐心，努力解决学习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音乐的鉴赏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音律的学习，以学

生上台展示和小组交流的方式让学生锻炼自身能力，提高自身信

心，培养耐心和与人交流沟通的能力。学习本身就是一个锻炼人

的过程，教师要尽量通过学习这一过程锻炼学生在语言表达、思

维感悟等方面的能力。首先，音乐鉴赏的重要一步就是音律的学习，

对于很多中学生而言，音律的学习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在学生听

音律的过程中，教师要不断鼓励学生，让学生能耐下心来寻找音

律的变化。鉴赏如此，音乐的演奏亦是如此，在学生进行音乐演

奏的过程中，教师要指导学生找准音准，紧跟节奏，有耐心、有

信心。再如，教师在找学生回答问题或者示范歌曲的时候，要多

鼓励学生，让学生有信心在很多人面前展示自己，提高学生的信

心。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分成小组探讨歌曲、探讨学习内容，或者

以小组为单位来进行音乐的合奏，让学生在小组学习中取长补短，

努力克服自身的不足，锻炼学生的小组交流和沟通能力，让学生

建立团结协作、友爱互助的优秀品质，并在不断学习过程中增强

个人涵养，进而提升学科学习能力。

（五）营造良好氛围，增强课堂教学成效

音乐教师的教学质量对学生健康成长有着较大影响，实际教

学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构建良好学习氛围，加深学生对知识认

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德育教育的重要作用，进而刺激学生对音

乐学习的兴趣，从而主动参与各类音乐教学活动中去，不断发挥

自身主观能动性，实现对音乐知识的理解和强化。在对《大江东

去》进行教学时，教师可以从学生已掌握的信息入手，通过导入

《念奴娇·赤壁怀古》引导学生欣赏《大江东去》。在进行教学前，

教师要理清该作品的哪些内容是学生所知晓的，而哪些又是学生

需要在本课中学习的，以此让学生充分体验音乐与其他学科的交

融。教师组织学生欣赏《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诗词朗诵，能让

学生充分感受中国古诗词的魅力，产生较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此外，教师可以运用诗词中的句子描绘音乐展现的场景，并以提

问的方式引导学生体验《大江东去》的艺术特点，鼓励学生以小

组合作的方式进行问题分析，以强化学生对该作品的认知，让学

生深入了解作品所表达的情感。音乐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新的沟

通途径，德育在音乐课中的融入也可以通过歌曲来传达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如果教师要进行有关爱国的德育，可以教给学生《我

的中国心》和《黄河大合唱》，让学生体会那“河山只在我梦萦”

的异国他乡之客对祖国的思念，体会海外学子内心对祖国的热爱；

让学生体会“保卫长江，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的黄河大合唱，

唱出的是对祖国浓烈的热爱，体会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服务的爱

国之情。上述歌曲中部分温和、部分热烈的抒发了中华儿女对祖

国的美好期盼和热爱之情，咏唱出中华人民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

决心，教师选取上述曲目进行爱国教学，可以让学生领悟中华儿

女对于祖国的殷切之情。

五、结束语

中学音乐教师要努力增强自身专业涵养，深度探究不同音乐

作品中传递的思想情感，结合多元教学模式，充分发挥音乐教育

中的德育功能，深化音乐课堂德育教学成效，指导学生在音乐学

习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教师对中学阶段音

乐教学活动的优化设置，可以减轻学生对音乐学习的负担，有助

于激发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促使学生在音乐学习过程中养成

良好学习习惯，为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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