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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研究
车　坤

（青岛大学，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随着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提出，德育教育成为高校音乐教学改革热点，有利于挖掘音乐中流淌的家国情怀、文化自信和人文素养，

进一步提升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高校音乐教师要积极挖掘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弘扬民族音乐，带领学生学唱戏曲、

了解民族乐器，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红色歌曲融入视唱练耳教学，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厚植他们的家国情怀；构建第二课堂，

拓展德育渗透路径；创新合唱教学，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以优秀音乐人为榜样，培养学生坚持不懈、积极向上、敢于拼搏的人生态度，

促进德育教育与音乐教学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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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背景下，德育教育逐步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中、教育

管理和家校合作工作中，有利于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培养德才兼备的新型人才，让学生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使命，办好群众满意的教育。高校音乐教师要秉持为党育人、

为国育人的信念，全面渗透德育教育，重视主旋律歌曲教学，渗

透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戏曲、民族器乐文化，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让学生在学习音乐知识的同时接受德育教育熏陶，全面提升音乐

课堂德育教育质量。

一、高校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分析

（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音乐教材收录了很多红色革命题材

歌曲、戏曲、民族乐器和民歌等，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方面高校音乐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民

族音乐文化的理解，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另一方

面可以加深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了解，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他们感

受革命先烈奋起反抗的爱国精神，从而增强他们的爱国热情。

（二）弘扬集体主义精神

合唱是高校音乐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为二声部和多声部

演唱，要求学生声音高度统一和协调，做好声部之间的衔接，唱

好和声，更加直观表达音乐作品情感，提升学生演唱水平。高校

音乐教师可以在合唱教学中渗透集体主义教育，让学生在合唱过

程中关注其他声部节奏，让他们根据集体演唱节奏来调整自己的

节奏，营造和谐、统一的演唱氛围，培养学生团队协作、团结互

助精神，进一步增强他们的集体荣誉感。

（三）培养学生审美情趣

音乐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不仅可以传递真善美，还可以

弘扬民族音乐文化、人文精神，有利于提升高校学生审美能力，

陶冶他们的道德情操，让他们在音乐中感悟人生哲理。高校音乐

教师可以带领学生鉴赏西方音乐，让他们领略中西方不同音乐文

化，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培养他们跨文化理解能力，让

他们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音乐，进一步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

促进音乐与美育教育的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高校音乐教学与德育教育融合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课程思政倡导把思政教育融合各类课程教学中，让思政教育

与课程教学同向而行，构建协同育人模式，落实立德树人教育使命。

音乐是高校学生学校的公共课，要积极落实课程思政理念，挖掘

教材中蕴含的德育元素，例如民族音乐文化、爱国情怀和人文教

育等素材，让学生在欣赏音乐的同时接受德育教育熏陶，进一步

促进思政教育和音乐教育的融合，全面提升高校学生道德情操。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道德情操

首先，高校音乐教师可以挖掘教材中的民族音乐文化，带领

学生学唱戏曲，让他们了解历史悠久的梨园艺术，加深他们对戏

曲独特的唱、念、做、打表演艺术的了解，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

感和文化自信，让他们继承和弘扬民族艺术，激发他们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其次，教师可以为学生讲解贝多芬、肖邦、冼星海等

音乐家故事，让他们了解这些音乐家对艺术的执着、不向命运屈

服的抗争精神，以及他们的创新精神，激励学生学习这些优秀品质，

进一步提升他们的道德情操。

（三）有利于提升音乐教学质量

德育教育有利于拓展高校音乐教学内容，让教师在讲授乐理、

声乐、合唱和鉴赏教学知识点的同时渗透情感教育、人文教育和

美育教育，让学生感悟音乐中蕴含的真善美，激发他们的积极情

感，让他们尊重其他国家、民族音乐文化，塑造他们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同时，德育教育可以拓展音乐实践教学模式，督促教师

积极开展合唱训练、音乐社团活动，带领学生学唱红色歌曲、戏曲，

进行民族器乐演奏，进一步丰富音乐教学模式，从而提升音乐教

学水平。

三、高校音乐教学与德育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一）新时期下教育理念的呼唤

进入新时期以来，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

为了实现这一教学改革目标，高校音乐教师需要树立科学的教育

理念，引导学生在学习中以严谨的态度关注学术问题，促使学生

形成良好的政治素养。针对大学生的素质教育，音乐课程教师起

着重要作用，他们在育人过程中需要及时更新自身的教学思想，

借助多元化的教学方式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在知识学习中

获得能力、素养的全方位发展，这是新时期教育对教师提出的要求，

因此教师围绕五育并举开展音乐教学活动，是其自身顺应教育时

代发展的重要体现。

（二）是改善传统音乐教学现状的重要选择

在传统的教学视角下，主要是教师直接将相关知识、教材内

容等将其讲解，使得教学效果较差，学生也无法获得全方位发展。

针对这一情况，高校音乐教师在教学中秉持容纳科学的先进思想，

围绕五育并举开展相应的教学活动，教师通过创设良好教学环境，

能够切实改善当前教学现状，切实丰富音乐教学内涵，助力学生

全方位发展。

（三）为学生未来发展做好保障

为了充分发挥五育并举的应用价值，一方面，教师会提高教

学方法的普适性，采用符合学生现阶段认知的教学方法，用基础

的方式达成最有效的目标。另一方面，为了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教师会重视教学内容选择，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整体素养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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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此外，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时也会了解当今教育前沿发展

与创新，结合本校学生学情，对教学工作优化调整，保证学生学

习的新鲜感，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五育并举的应用价值，为学生未

来进入社会做好保障。

四、高校音乐教学与德育教育融合的策略

（一）唱响红色主旋律，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红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有利于赓续红色基因，厚植高校学生

爱国情怀。首先，教师可以利用抖音、微博等平台搜集热门红色

歌曲，例如《我和我的祖国》和《我的祖国》等经典红色歌曲，

并把这些歌曲作为声乐教学曲目，播放歌曲 MTV，让学生通过视

频了解中华民族艰辛的抗争史，革命烈士为新中国成立、民族富

强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故事，激发他们的情感共鸣，让他们把

这种炙热的爱国情融入歌声中，进一步提升声乐教学质量。学生

可以在理解歌曲创作背景、红色文化的基础上来演唱歌曲，唱出

红色歌曲中对祖国的依恋、革命的必胜信念，继承先辈们的爱国

热情，不断提升个人演唱水平。其次，音乐教师可以拍摄学生红

歌快闪视频，鼓励学生自主搜集红色歌曲，让他们设计独唱、合

唱演出方案，激发他们练唱积极性，鼓励他们利用歌声表达自己

的爱国热情。教师可以把红色歌曲快闪视频分享到班级微信群、

学校微信公众号，吸引更多学生学唱红色歌曲，营造良好校园文

化氛围，发挥音乐课德育价值。高校音乐教师要开展红色歌曲专

题教学，带领学生学唱红色歌曲，让他们感受歌曲中流淌的爱国

情怀，让他们树立爱国爱党信念。

（二）挖掘民族音乐元素，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高校音乐教师可以挖掘教材中蕴含的民族音乐文化素材，例

如戏曲、民族乐器、民歌等素材，带领学生领略多姿多彩的民族

音乐，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第一，教

师可以挑选京剧、昆曲、黄梅戏等经典唱段，把其制作成微课视频，

让学生通过微课快速了解戏曲艺术，激发他们学习戏曲的兴趣。

例如教师可以挑选京剧《贵妃醉酒》唱段、昆曲《游园惊梦》唱段、

黄梅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和豫剧《谁说女子不如男》唱段，

展现不同剧种独特唱腔、角色扮相、舞台表演动作等，讲解京剧、

昆曲、黄梅戏的发声方式、咬字技巧等，帮助学生快速掌握戏曲

演唱技巧，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戏曲演唱水平。第二，教师可以开

展民族乐器教学，为学生讲解唢呐、古筝、二胡等中国独有的乐器，

并带领他们鉴赏《百鸟朝凤》《渔舟唱晚》和《二泉映月》名曲，

让他们感受民族乐器独特的音色、演奏方式和乐曲中蕴含的独特

情感，激发他们对民族乐器的喜爱。民族音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璀璨明珠，有利于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让他们

主动继承和弘扬民族音乐，提升高校音乐德育教育质量。

（三）创新合唱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团队精神

合唱是一种独特的演唱方式，追求各个声部的和谐统一，有

利于激发观众情感共鸣，培养演唱者团队协作精神。高校音乐教

师要精心挑选合唱歌曲，讲解多声部合唱技巧、和声技巧，提升

学生演唱水平和道德情操。例如教师可以开展《雪绒花》合唱教学，

先讲解乐理知识，让学生掌握这首歌曲中四分音符、二分音符、

附点二分音符演唱技巧，再讲解单二部曲式合唱技巧，循序渐进

提升合唱教学难度，进一步提升学生合唱水平。教师可以组织二

声部合唱训练，为学生讲解学习声断气连的演唱方法及三拍子的

指挥图示，让他们控制好气息，引导他们运用恰当的速度、力度，

舒缓轻柔的声音来演唱这首歌曲，让他们唱出歌曲中对家乡和亲

人的思念和热爱，让他们有感情地演唱歌曲。通过合唱训练，学

生可以掌握控制气息的方法，提升个人乐感和节奏感，懂得配合

其他同学演唱，增强集体荣誉感和团队协作意识，进一步提升个

人道德情操。此外，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利用钢琴伴奏为合唱训练

伴奏，加深他们对乐理知识的了解，帮助他们掌握二声部演唱技巧，

实现“润物无声”的德育教育效果，进一步提升高校音乐德育教

育质量。

（四）弘扬音乐家事迹，陶冶学生道德情操

首先，高校音乐教师可以搜集优秀音乐家故事，弘扬音乐家

对艺术不懈追求、精益求精的艺术创作态度和爱国情怀，为学生

树立良好榜样，进一步提升他们的道德情操。例如教师可以讲解

音乐家贝多芬的励志故事，贝多芬晚年听力丧失，但是他依然坚

持创作，凭借惊人的毅力完成了《第九交响曲》，展现了他不向

命运屈服、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学习贝多芬不

向命运屈服、执着追求梦想、勇于和挫折抗争的精神，培养他们

自力更生、坚持不懈和敢于挑战的精神，为他们就业奠定良好基础。

其次，教师可以讲解戏曲大师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的故事，为了

拒绝给日寇表演，他蓄须明志，甚至冒险注射药物伪装成重病，

即使生活贫困，也依然坚守爱国信念，不为日寇表演，抗战时期，

甚至还组织义演、拍卖演出服装筹措资金，并把资金捐赠给红军，

展现了爱国艺术家一心为国、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精神。教师

要鼓励学生向优秀音乐家学习，塑造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和世界观，培养他们爱国爱党、敢于追逐梦想、勇于和挫折抗争

的美好品德。

（五）构建第二课堂，拓展德育渗透路径

在音乐专业课程的实际教学中，教师应将实践教学与理论讲

解摆在同一教学位置上，除去重视课堂专业知识讲解外，还应进

一步构建第二课堂引导学生展开实践，并在此过程中开展思政教

育，进而落实课程思政。教师可以在第二课堂上组织课外实践活

动，面向全体师生开展校内音乐类专业比赛，或是组织社团活动

等，并在活动中融入思政元素，进一步拓展思政理念在音乐专业

教学中的渗透路径。在此过程中，教师需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其中，

在活动中展现个人或集体的音乐风采。教师通过开展第二课堂教

学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音乐兴趣，并且结合思政教学活动乐意充

分发挥音乐专业课程的隐性德育和思政教育作用，最终提升学生

的综合素质。

五、结语

高校音乐教师要全面贯彻立德树人教育理念，把德育教育贯

穿于声乐、合唱和音乐鉴赏等教学模块，让学生在学习音乐知识

的同时接受德育教育熏陶，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厚植学生家国情怀，

弘扬民族音乐，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促进德育教育

与音乐教育的深度融合。同时，教师还可以创新合唱训练方式，

增强学生集体荣誉感和团队协作精神，带领他们了解优秀音乐家

生平事迹，让他们感受音乐家爱国、工匠精神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全面提升高校学生学生道德素养。

参考文献：

[1]陈小强.如何在高校音乐教学中传承和弘扬民族音乐文化[J].

学周刊，2023，No.531（03）：22-24.

[2] 曾日东 .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音乐课堂德育渗透的思考 [J].

现代职业教育，2021，No.244（18）：72-73.

[3] 胡万顺 . 以美育德——高校音乐教学的创新实践研究 [J].

吉林教育，2022，No.1034（13）：71-73.

基金项目：中国校园健康行动教育教学研究成果项目。 课题

名称“ 高校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研究”编号（EDU06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