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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基于课程思政的高校声乐课教学改革——以红歌教学为例
侯博文

（安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根据声乐教学的实际情况，在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对

于课程的开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声乐教学的特

点，加快课程思政的落实，不仅帮助学生学习知识，同时提高了

学生的道德素养，符合新时代教育发展的要求。因此，在高校声

乐课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是声乐教学的重要发展方向。本文就

课程思政视角下，对高校声乐课的教学改革进行阐述，借此推动

教学改革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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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在教学中要以立德树人为中心，

在教育工作中进行思政教育，实现全方位育人，要实现高等教育

的“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变，高校要协调各类课程，借

此推动思政教育的步伐。在声乐课的教学中红色歌曲具有丰富的

传统文化精神，是马列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宝贵资源，其中蕴含

的共产主义精神对于思政教育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红色歌曲中的

红色基因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因此，红歌教学是高校声乐课程思政改革的重要环节，在教学改

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

一、加强高校红歌思政课程体系建设的意义分析

（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时代，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也

得到了显著提高，借助文化复兴来推动国家复兴，政府对公民道

德培养的重视，鼓励尊老爱幼、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高尚情操。

高校作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文化教育和育人体系有了

更高的要求，国家对具有文化创新能力的人才更加渴求，因此，

在高校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创新能力，为国家提供社会

主义建设者。红歌是文化的重要组成，其中积极向上的共产主义

精神，对于培养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提高国家软实力，

帮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

文化的水平关乎一个民族的强弱，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西方文化在我国的影响逐渐

扩大，其中青少年受到的影响较大，学生对西方文化的强烈追求，

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的地位日渐低下，民族文化的意识淡薄，打击

了群众的文化自信，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支撑点，只有好的文化才

能形成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因此，在当前环境下，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文化观是十分重要的环节。红歌中具有的红色基因，是

培养学生红色文化观的重要途径，红歌教学在高校的声乐教学中

必不可少，是推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文化的复兴起到推

动作用。

（三）提高院校课程育人有效性的重要载体

课程思政的含义在于不同环节的协同育人，统筹高校教学的

各个领域，在不同课程的教学中，将各种育人资源进行整合，构

建一体化育人体系，协调各项育人工作，将高校内的不同元素构

建一个整体，实现更好的育人服务，高校课程思政是课程育人的

载体，在课程思政改革中红歌教学是文化育人的重要环节，是提

高育人有效性的具体实施方向。

二、红色歌曲的内涵

红歌出现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展示根据地建设以及革

命精神的艺术形式，红歌的具体表现形式常常为山歌、民歌等，

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些歌曲，表现形式多样，具有广泛

的群众基础，推动了社会主义的传播。随着时代的进步，红色歌

曲的内涵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人们对红歌的理解更加深刻，如今

红歌的题材不局限于革命题材，积极向上的歌曲都可以称为红色

歌曲。在井冈山革命时期产生了一系列红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歌曲有《红星歌》《井冈山上太阳红》等，这些歌曲蕴含的丰富

思政内涵，可以在声乐教学中融入相关的歌曲学习，帮助学生坚

定信念，对于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具有积极的的影响，培养学

生的家国情怀。

红色歌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

要载体，二者之间进行有机融合可以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但是

在实际教学中，常常存在一些问题，在声乐课教学中对于红歌的

思政元素分析层次较浅，导致学生思政教育的缺失，其中学生对

红歌的主动学习性较低也是引发问题的关键。

三、声乐“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构建的有效途径

（一）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在教学中应用新技术

高校要设立相关的合唱教室，完善教学所用的多媒体设备，

购置钢琴等乐器，为声乐教学的顺利开展打下物质基础。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红歌教学中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

构建网络共享平台，声乐教师在平台上传教学相关的教学设计，

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在平台进行讨论，学生可以通过对红歌的了

解，进行红歌合唱，从而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故事影片《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

其中“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广为流传，歌词是十

分典型的战斗檄文，表达了革命先辈的革命热情和对旧势力之间

的矛盾，教师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提出相关的问题，学生对相关

问题进行讨论，加深学生对歌词的理解，在课堂中教师通过多媒

体播放原唱，帮助学生体会歌词的情感，学生通过反复地听原唱，

才能使合唱取得更好的效果，教师对学生歌曲情感方面的疑问进

行解答，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歌唱水平，也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情感，

因此，在教学中应用新技术，对于提高教学效率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加强声乐教师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教学改革过程中的主体是教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关键在

于教师，因此，教师要具有责任意识，在教学活动中积极地发挥

自身价值，引导学生建立良好的道德观念。高校教育要关注学生

的身心健康，帮助学生实现未来的发展目标，在不同的专业课程

教学中，渗透思政元素，进行思想政治教学，借此提高思政教育

的针对性。声乐课程教学中，教师要有扎实的演唱功底和教学能力，

才能更好的对红歌进行领唱，同时，教师还要拥有较高的政治理

论素养，对历史理论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可以对历史问题进行辩

证的分析，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对红歌涉及到的内容进行分析，在

教学活动中才能游刃有余，教师可以利用不同的教学形式，来教

授红歌涉及的历史背景及其思政意义，来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教师在教学中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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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思政元素，利用小组教学模式，对于教师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

和政治素养是相互促进的。

例如，电视剧《磐石》的主题曲《长城长》彰显了解放军战

士的英雄豪迈，歌词的内容不局限于表现自然风光的美，而是从

自然美引申到社会美，从长城的描写到华夏儿女与英雄志士，正

如歌词“太阳照，长城长，长城啊雄风万古扬，你要问长城在哪里？

就看那一身身一身身绿军装”，歌词通过对长城的介绍，引发对

军人的敬仰，反映了军民团结一心的情感。教师在教学中要发挥

自身作用，帮助学生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歌曲创作者的身份及

创作环境，对歌曲的历史背景和歌词内容进行深入探究，在课堂

上展示长城的相关图片和视频，帮助学生感受长城的雄壮，感受

军民团结一心的情感，引发学生在红歌学习中产生情感的共鸣。

（三）明确融时代、主题、民族、风格、地域为一体的教学

方向

课程思政在声乐课程的融入，明确了声乐课的教学方向，在

明确的方向下，对教学内容的选择要进行分析，根据方向选择合

适的教学内容。高校教师在选择教学歌曲时不应盲目的选择，应

该根据教学方向进行选择。在实际的声乐教学中，不需要每个课

时都有思政元素，但是必须有思政融合的教学单元。在声乐课教

学单元中，可以有选择的融合时代、主题、民族、风格、地域的

红色歌曲。教学的单元式学习，可以使学习内容更加全面和系统，

帮助学生对红歌的思政内涵有更加深刻和清晰的认识，提高学生

的声乐学习兴趣，在学习中获得乐趣，提高学生的获得感。

社会上流传的红色歌曲众多，因此，可以根据不同教学标准

来划分单元，如按照地域划分为江南民歌、江北民歌等；按照民

族划分为汉族民歌、回族民歌等；也可以根据时代来划分为大革

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等。如歌剧《长征》中广为流传的插曲《我

的爱人你可听见》，在歌剧中红军翻过雪山，彭政委和战士们在

话家常的过程中唱出此曲，彭政委跟随大部队进行长征，而其爱

人洪大夫在瑞金照看伤员，局势十分危急，为了革命的胜利二者

不得不分离，在歌剧中彭政委情上心头，将内心的思念通过歌曲

表达出来，其中“日夜思念苦，风霜不觉寒”短短两句写尽思念，

怀揣着革命必将成功的信念，相信我们终会相见。在歌曲的最后“待

到云开见日时，笑看大地换人间”，两句歌词表达了二者牺牲的

感情换来了万家灯火，革命的胜利是感情最好的纪念。如今在听

这首歌，仿佛彭政委思念爱人的场景就在眼前。教师在进行歌词

的讲解中，可以适当地结束当时的历史环境，提高学生的代入感，

通过对歌曲的学习，延伸出长征精神，构建一个相关的教学单元，

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也提高了学生的爱国情怀。

（四）探索思政结合的课程作业模式

课程作业在教学中是必不可少的，课程思政改革中要关注课

程作业的布置，可以起到巩固学习内容的作用，声乐课的专业性，

决定了课程作业在其中发挥的重要性，在传统的声乐课中，课程

作业的内容多为技能技巧的练习，在融合思政元素的单元，可以

构建更加多样的课程作业模式。比如对特定的单元进行论文的撰

写，对红色歌曲进行分享合唱，对所学的红色歌曲进行讨论，了

解其相关的历史背景等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

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程学习中。

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许多革命歌曲涌现，

其中包括《歌颂淮海胜利》《人民军队忠于党》等一系列歌曲，

这些红歌作品在选材方面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歌词的内容慷慨

激昂，教师在红歌教学中，可以根据相关史实，布置课程作业，

学生对红歌作品产生一定的了解，学生通过分析加深了对相关知

识的印象，通过对红歌的调研，撰写相关的课程论文，不仅提高

了学生的写作能力，也帮助学生提高了思政素养。因此，思政结

合的课程作业模式，是声乐课程思政改革的重要环节。

（五）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

在高校教育中思政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中实践活动是

思政教育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国家思政一体化观念的推进，思

政教育的实践活动在高校广泛开展，在特定的时间节点组织思政

实践活动，呈现出形式多样的发展趋势。在高校的声乐课程中，

红歌的教学实践活动可以组织为“红歌大朗诵”“红色文化知多

少”“红色故事我来讲”等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到思政实践活动中，

学生通过积极地参与相关活动，了解红歌的历史背景，体会红歌

所表达的特殊情感，帮助学生形成文化自信，对中华文化充满认

同感，从而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

以“红色文化知多少”为例，全国各地的红色歌曲不计其数，

大多数红色歌曲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学生在课堂上说出自己了解

到的红色文化，教师通过学生回答的质量进行点评，学生之间互

相补充，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历史认知水平，对红色歌曲道德历史

背景有了更加立体的认识。如《游击队歌》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

歌曲的传播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共产主义者的自信心，帮助百姓了

解游击队的抗日形式；《爱我中华》将五十六个民族进行生动的

比喻，蕴含了民族大团结的主题，在衬词中的“咳罗咳罗”展现

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歌曲特点。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介绍歌曲

的含义和历史背景，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对革命历史有一

定的了解，教师根据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介绍，进行一定程度上的

补充，借此来提高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在体会红色革命精神的

同时提高自身的思政素养。通过声乐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实践活

动，来帮助学生提高对红色文化的认知程度，不仅加深了对相关

知识的印象，也提高了学生对文化的辨识能力，更好地适应社会

的发展与变化。

四、结束语

红歌是红色资源、红色基因、红色精神的载体，红歌教学是

思政教学的重要一环，是思政教育改革的关键，对于提高学生的

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有重要意义，红歌的表现形式浅而易懂，可

以帮助学生更好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声乐课程中进行思

政建设，不仅要有教学的改革方向、教学平台建设、充足的经费

以及保障措施的有力支持，还要教师及时地调整教学理念，教学

方式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合理的设计教学活动，

做好教学实施者的角色，借此提高思政教学的育人效果，为国家

建设提供相应的人才，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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