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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视角下课程思政融入高职学前教育专业
音乐类课程教学的策略分析

张　辉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摘要：2019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双高计划”

正式启动，推动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双高”视角下高职院校要积极推动学前教育专业改革，以音乐类课程思政教育为切入点，

开展红色歌曲专题教学，增强学生爱国热情；导入热门儿歌，优化幼儿弹唱教学，提高学生职业道德素养；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增强学

生文化自信；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思政教育融入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评价体系；创新合唱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打造高水平

学前教育专业，为国家培养更多学前教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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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计划的核心是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

色、世界水平的高等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群），进一步推动中国

教育现代化发展，打造高素质职业技能人才培养高地，提高职业人

才培养质量，服务国家战略、区域经济发展、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提供人才支撑。高职院校作为培养职业技能人才的摇篮，要积极推

进“双高”建设，把学前教育专业打造为高水平专业群，以培养“四

有好教师”为目标，挖掘学前教育专业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推进学

前教育专业音乐类课程教学改革，弘扬红色文化、民族音乐文化，

增强学生爱国热情和文化自信，搜集幼儿园音乐课热门歌曲，拓展

幼儿弹唱教学内容，提高学生钢琴弹唱能力，激发他们对学前教育

事业的热爱，实现高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的双

提升，提高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质量。

一、“双高”视角下课程思政融入高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类

课程教学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提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课程思政的核心是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模式，让

思政教育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中，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接

受思政教育熏陶，是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重要途径。音乐类

课程是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

素，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民族音乐文化、红色歌曲的理解，让他们

感受音乐中流淌的爱国热情、文化自信，端正他们对中西方音乐

态度，提高他们道德素养，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

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二）有利于拓展音乐类课程教学内容

随着我国学前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德才兼备的幼师人才存

在很大缺口，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双高”建设创造了良好机遇，

让学校意识到了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高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

教师要深入挖掘教材中蕴含的师德师风、民族音乐、红色文化等

思政元素，把音乐和思政教育融为一体，引导学生深度鉴赏、演

唱音乐作品，有利于拓展音乐教学内容，让学生把情感融入音乐

表演中，提高他们音乐素养和审美能力，进而提高音乐课教学质量。

（三）有利于完善学前教育专业群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有利于完善专业群，督促学

校、教师把美育教育、文化自信、爱国主义教育和职业道德素养

等融入音乐类课程建设中，优化教学大纲、教学目标、教学方法

和教学评价目标，增强音乐教师对课程思政的重视，有利于提高

专业教学质量。同时，高职院校要明确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幼

儿钢琴弹唱、钢琴等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把思政教育融入学

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群建设、教学评价体系中，进一

步完善学前教育专业群，加快“双高”建设。

（四）有利于提高学前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师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参照幼儿园音

乐教学标准开展教学，融入热门幼儿歌曲、幼儿园音乐课教学视频，

让学生提前了解幼儿园音乐教学内容，端正他们就业观和价值观，

培养他们爱岗敬业、关爱幼儿、吃苦耐劳等良好职业道德素养，

有利于提高学前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同时，音乐教师还要开展红

色歌曲、民族乐器、民族舞蹈、钢琴教学，带领学生领略不同风

格音乐作品，提高他们审美能力和音乐素养，提高他们音乐教学

能力，为他们未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

二、课程思政视角下高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类课程教学现状

（一）思政教育与课程体系融合深度不足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音乐课程内容主要包括舞蹈、欣赏、钢琴、

声乐等知识，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丰

富素材。但是在教学实践中，高职院校没有明确音乐知识和课程

思政之间的关系，缺乏明确的人才培养规划，导致音乐教师在教

学中只是零星穿插思政教育，没有把思政教育融入音乐教学设计、

人才培养、教学评价中，影响了思政教育和音乐类课程体系的衔接，

难以发挥出音乐类课程思政育人价值。

（二）思政教育与音乐教学融合方式生硬

随着课程思政建设的进一步深化，高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

师在积极渗透思政教育，但是在教学中更注重声乐、钢琴弹唱与

舞蹈创编等技巧的传授，思政教育只是一带而过，二者融合方式

比较生硬，难以激发学生情感共鸣，自然难以发挥出音乐课思政

育人价值。例如教师在钢琴弹唱教学更注重演奏指法、乐理知识

的讲解，钢琴曲中蕴含的爱国热情、美育教育等元素知识一带而过，

不利于提高学生道德素养。

（三）脱离了学生职业发展需求

高职院校是培养学前教育人才的主要阵地，音乐类课程作为

学前教育专业的核心课程，要把课程思政和学生职业发展结合起

来，从而提高学前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但是目前高职学前教育专

业音乐类课程思政建设却脱离了学生职业发展需求，影响了学前

教育人才培养质量。部分教师只是结合音乐类课程教材内容开展

思政教育，忽略了结合幼儿园音乐教学内容、幼师师德师风开展

思政教育，影响了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职业道德素养发展。

（四）思政教育资源没有得到深度挖掘和整合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类课程思政教育资源分布比较分散，

需要音乐教师仔细从教材中进行筛选，但是由于音乐教师思政教

育能力有限，对各门音乐课程的思政教育资源的挖掘和整合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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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导致“课程思政”内容在音乐课程教学中脱节，影响了学生

对思政教育的重视。此外，部分教师忽略了搜集微博、B 站等新

媒体平台与音乐教育相关的思政元素，例如红色歌曲、幼儿园优

质音乐课教学案例等，影响了学生对幼儿园音乐教育的了解，不

利于学生职业道德素养培养。

三、“双高”视角下课程思政融入高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类

课程教学策略

（一）巧妙运用红色歌曲，培养大学生家国情怀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师要对声乐课教材进行全面分析，

挖掘其中的红色歌曲，开展红色歌曲专题教学，带领学生唱响气

势磅礴、振奋人心的红歌，让他们在歌声中接受爱国主义熏陶，

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首先，教师可以搜集教

材中的《黄河大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和《我和我的祖国》

红色歌曲，开展歌曲串烧教学，先进行歌曲范唱教学，为学生讲

解每一首歌曲旋律、音准、歌曲情感，带领他们哼唱歌曲，让他

们尽快掌握歌曲演唱技巧，让他们声情并茂演唱红色歌曲，提高

学生演唱水平。例如《我和我的祖国》采用六八拍，旋律轻快流

畅，带有明显的圆舞曲特点，歌曲中流露着人们对祖国母亲的眷

恋和炽热的爱。其次，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拍摄红色歌曲快闪视频，

利用短视频激发他们演唱积极性，让他们把经典红色歌曲串烧在

一起，让他们把爱国之情，民族自豪感融入演唱中，让他们运用

歌声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提高学生演唱水平。此外，教师要把

学生红歌快闪视频发布在线上教学平台、学校微信公众号和班级

微信群，弘扬爱党爱国精神，激发学生学唱红色歌曲的积极性，

全面提高声乐课教学质量，加快学前教育专业“双高”建设步伐。

（二）融入幼儿园音乐教学案例，提高学生职业道德

“双高”视角下，高职院校要根据学生职业发展需求推进学

前教育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把幼儿园音乐教学案例、热门幼儿歌

曲等融入该专业音乐类课程教学中，让学生提前掌握幼儿音乐教

学技能，从而提高学前教育专业群建设质量。第一，高职学前教

育专业可以借助互联网搜集幼儿园音乐教学案例，了解幼儿园音

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理念等内容，让学生了解幼儿音乐

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流程，提高他们幼儿音乐教育能力。

例如教师可以导入幼儿园《洋娃娃和小熊跳舞》教学视频，展示

音乐和舞蹈教学的融合，渗透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让学生了解

幼儿园音乐课教学流程，鼓励他们参照视频模拟幼儿园音乐教学，

培养他们严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美好品德。第二，教师可以

搜集热门儿歌，把这些作为音乐教学素材，丰富幼儿钢琴弹唱教

学曲目，引导学生弹唱热门歌曲，丰富他们幼儿歌曲储备。

（三）积极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师要积极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开展

民歌、民族乐器和戏曲鉴赏教学，带领学生了解历史悠久、千姿

百态的民族音乐文化，加深他们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理解，从而提

高他们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例如教师可以搜集《茉莉花》《山

丹丹花开红艳艳》《鸿雁》等不同地区民歌，让学生体验江南民

歌的温柔清丽、陕北民歌的高亢粗犷和蒙古民歌的豪迈深邃，让

他们了解民歌中蕴含的地方文化，增强他们文化自信。此外，教

师还可以带领学生鉴赏民族器乐演奏曲、戏曲表演视频，让他们

了解古筝、唢呐等民族乐器演奏特点、经典曲目蕴含的民族情感，

让他们学唱京剧、昆曲、黄梅戏和豫剧，让他们了解源远流长的

梨园艺术，让他们了解戏曲独特的唱念做打表演方式，增强学生

文化自信，让他们主动学习民族乐器、戏曲艺术，让他们肩负起

保护和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责任。学前教育专业教师要积极开展

民族音乐教育，从民歌、民族乐器和戏曲艺术入手，让学生体验

源远流长的民族音乐文化，激发他们对民族音乐的热爱，进一步

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四）思政融入课程评价体系，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音乐教师要转变教学评价体系，把课程思政和教学评价体系建

设衔接起来，增加职业道德素养、文化自信、团队精神和审美能力

等评价指标，全面渗透思政教育，完善学前教育专业音乐类课程体

系，把学前教育专业打造为高水平专业，落实“双高”建设目标。

首先，教师要对音乐类课程进行全面分析，明确声乐、钢琴弹唱和

舞蹈创编等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参照幼儿园音乐教学标准来完善

课程评价体系，除了要关注学生演唱、钢琴演奏等音乐专业素养培

养，还要对他们审美能力、人文素养、职业道德素养等进行评价，

并把这些思政教育元素纳入音乐类课程教学评价体系中，进一步完

善教学评价体系。其次，教师还要参照幼儿园师德师风开展教学评

价，把专业知识、职业道德素养、教研能力、创新能力等作为学生

评价指标，开展过程性评价，对学生声乐、钢琴弹唱、舞蹈学习过

程中进行评价，把工匠精神、创新能力、团队精神等作为评价指标，

挖掘学生学习潜力，进一步提高音乐类课程教学质量。

（五）积极开展合唱教学，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师要积极开展合唱教学，搜集优秀合唱

曲目，让学生感受合唱整齐划一、气势磅礴、焕然天成的艺术魅

力，培养他们团队协作精神。例如教师可以根据学生音高、音色

等划分声部，开展二声部、多声部合唱教学，重点开展和声教学，

让学生做好声部衔接，让他们体验和声独特魅力，增强他们集体

荣誉感，让他们在演唱中控制好音准、找准声部接唱点，避免抢

拍或慢半拍，提高合唱表演效果。合唱教学可以让大学生感受不

一样的音乐魅力，让他们感受不同声线的完美配合，加深他们对

团队精神的理解，从而增强他们团队协作精神。

四、结语

总之，“双高”视角下高职院校要积极推进学前教育专业课

程思政建设，挖掘音乐类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开展红色歌曲

专题教学，带领学生透过歌声了解艰辛的抗战历史，增强他们爱

国热情，借助互联网融入幼儿园音乐教学案例，让学生提前了解

幼儿园音乐教学方法，开展幼儿园音乐教学模拟活动，培养他们

爱岗敬业、严谨认真的良好职业道德素养。同时，教师要积极弘

扬民族音乐文化，增强学生文化自信，把思政教育融入教学评价

体系中，全面评价学生，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高学

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思政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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