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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制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三段式”德育模式初探
——以宿迁高等师范学校为例

何胜刚

（宿迁高等师范学校，江苏宿迁 223800）

摘要：五年制音乐教育专业在具有高职学生共性心理和生理

特点的同时，受专业特点影响，还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思

想态度，对德育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为加强德育，宿迁高等

师范学校探索出了“三段式”德育模式：第一阶段，师范教育养

成阶段（一、二年级或一年级到二年级上半学期）；第二阶段，

理想信念教育阶段（三年级或二年级下学期到三年级）；第三阶段，

立德立志教育阶段（四、五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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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初中毕业为起点，融中等职业教育

和高等职业教育于一体，实行五年贯通培养的专科层次职业教育。

五年制高职学生前三年尚处在青春期，是中职阶段，后两年进入

青年期，是大学阶段，这两个阶段是学生行为习惯养成、人生观、

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德育的好坏与否关系学生成长成才，关

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五年制音乐教育专业在具有高职学

生共性心理和生理特点的同时，受专业特点影响，学生还会表现

出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思想态度，对德育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为加强德育，宿迁高等师范学校探索出了“三段式”德育模式，

起到了较好的人才培养效果，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一、“三段式”德育模式的指导思想

以“四有好教师”“一践行三学会”为培养总目标，以学生

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培养体、智、德、美全面发展，能适应

小学音乐教育改革与发展需要，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

崇高，具有创新精神的合格小学音乐师资。

二、“三段式”德育模式的段式结构

（一）第一阶段

师范教育养成阶段（一、二年级或一年级到二年级上半学期）

这一阶段是学生进入师范的第一个阶段，可简单概括为陌生

茫然期，是学生由懵懂叛逆青春期转向理性自律成熟的关键期，

针对学生对新环境陌生茫然状态，这阶段德育的目标为：师范无

小事，事事是育人，养成良好的师范生活、学习习惯，建成符合

师范和自身成长需要的学习生活秩序；形成热爱劳动、自信阳光、

热爱生活、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为以后的学习生活打下坚实的

基础。德育的形式为他律和自律的紧密结合，他律为主。

（二）第二阶段

理想信念教育阶段（三年级或二年级下学期到三年级）

这阶段学生的年龄特点和个性特点是：学生年龄在18岁左右，

理性思维和自我控制管理能力增强；专业学习和文化学习压力不

大，自己自我支配时间较多，情感需要增强，恋爱现象频有发生；

开始出现两极分化，一部分学生专业学习有了兴趣，找到了学习

和努力方向专业学习习惯逐步养成，由此带来其它方面的共同提

高；部分学生学习没有成就感，已经熟悉了师范生活与学习，文

化课有逃课现象，专业学习有应付现象，自由散漫加强，开始浑

浑噩噩，有的学生沉溺于手机、游戏。是倦怠过渡期。

这阶段的德育目标为：学生能理性客观地认识自我，掌握一

定的思想武器，能用远大的人生理想引领自己；加强专业意识、

学习兴趣、学习主动性。德育的形式仍为他律和自律的相结合，

引导学生加强自律。

（三）第三阶段

立德立志教育阶段（四、五年级）

这阶段学生的年龄特点和个性特点是：这阶段学生年龄在

19、20 岁左右，已是成年人，已经具备较为客观和完备的认知能

力，有的认识已趋于成熟，“理论型”抽象思维逐渐居于主导地位；

情感意志趋于成熟，珍视友谊，能辩证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部

分学生人生目标、专业方向明确，青春阳光积极，自理自立，有

明确的人生追求；部分学生有危机感，心理矛盾加剧，对未来迷茫。

可概括为警醒奋斗期。

这一阶段为五年制学习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学生形成职业道

德，掌握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走向社会、走向讲台的关键时期，

是体现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出口期。这阶段的德育目标为：以“四

有好教师”为培养目标，贯彻落实“一践行三学会”，把学生培

养成为专业本领过硬、职业思想稳固、职业道德高尚，能为地方

艺术教育做贡献的优秀师资。

三、“三段式”德育模式的内容方法

（一）第一阶段

1. 优化德育队伍，完善德育管理制度，筑牢德育保障体系

加强德育，德育队伍建设是关键，德育队伍主要包括班主任、

学干、团干。班主任是德育工作的主力军，一个班级班风如何、

德育效果如何，班主任是关键。在班主任的配备上，我们尽量

选择优秀的有责任心的文化课教师来担任，相比音乐教师，文

化课教师更加理性，原则性强，执行力强，注重文化，强调习惯，

能够给新的师范生立规矩、引方向。学干团干也是德育工作的

重要力量，他们是连接系、班级和学生的重要纽带，许多学生

德育工作的组织、常规工作的量化与检查，都需要他们来完成，

已不正焉能正人，学干团干具有榜样示范作用，所以，优化学

干团干队伍也很关键。在学干团干的选拔与任用上，除了要求

学生有责任心、有工作能力外，还要求学生有较好文化成绩和

专业成绩。

有了优秀的德育队伍，还要建成完备的德育管理体系，不断

地加强德育队伍建设与管理。我们完善地建成了德育队伍例会制

度、德育队伍研讨制度、德育队伍检查管理制度，有力地保障了

德育的实施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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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优选德育内容，创设德育载体，提高德育效果

在德育内容的选择上，我们既考虑到对社会人的共性培养和

引导，也考虑到学生个性的心理关照。社会对人的需求有：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八礼四仪教育、宿迁文明 20条、尊老爱幼教育、

爱党爱国爱家乡教育等。在学生个性关照上，进行了爱的教育、

自我认识教育、职业理想信念教育等。为了达到较好的德育效果，

我们不断探求搭建不同的教育载体和形式。主题班会、研讨会、

黑板报、手抄报是进行德育的主要形式，尤其主题班会，一周一

主题，切实把德育落到实处。组织学生春游、秋游、夏令营、冬

令营等形式，让学生融入家乡美景、融入群体和社会生活，了解

家乡、了解社会，不断激发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通过微信、

QQ、博客、当面谈心谈话，和学生搭建一对一的对话平台和空间，

了解学生、关爱学生，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上的问题，给学生

以关爱和温暖。

3. 以“四必做”为抓手，强化常规管理，塑德育于有形

师范无小事，事事是育人，在学生师范学习之初，加强常规

管理，努力培养生活学习习惯，促进习惯养成。具体做法是以“四

必做”为抓手，严格管理，突出师范特点，培养好习惯。

“四必做”即“早理内务、晨诵经典、午时静默、晚作自省”。

早理内务（6：20—6：45），起身洗漱，整理床铺被褥，打扫宿

舍清洁卫生，养成早起、整理内务习惯；晨诵经典（7：40—8：

00），大声朗诵文学经典，理气正声，培养学习优秀文化的习惯

和兴趣；午时静默（13：40—13：50），听古琴音乐，闭目养神，

藏精聚气，为下午学习做准备；晚作自省（6：40—7：00），撰

写自省笔记，省悟反思，培养反思检省习惯，提高自身修养。通

过狠抓“四必做”，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起到了良

好的育人效果

（二）第二阶段

1.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引领

学生在师范生活学习已有一段时间，此时离就业毕业尚远，

对未来思考不多，自身压力不大，对学校生活与学习已产生倦怠

心理。为提振精神，增强学习兴趣，培养学习意志毅力，培养积

极健康的人生态度和追求，为下一阶段学习做准备，所以，加强

理想信念教育，成为这一阶段德育的主要内容

首先，要引导学生了解社会，感受时代的脉搏，明确时代赋

予当代大学生的职责与使命，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对大学

生的讲话，以总书记的期望为奋斗目标而努力奋斗。其次，加强

职业信念教育，“音乐教育专业学生要对将来从事的职业有一个

清楚的认识，有正确的思想准备，要把未来的职业作为自己的职

业理想，为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教师打下坚实的专业思想基础”

为此，我们通过共青团系统多次组织学习，开办主题讲座和研讨

会，系统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请优秀毕业生来校举办讲座，

现身说法讲授他的成长历程。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和学习的组织，

学生思想认识普遍提高，学习自觉性加强，有的学生还主动向党

组织靠拢，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2. 组建艺术团队，营造艺术氛围，激发专业学习兴趣

为了营造艺术氛围，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充实学生生活，

我们还组建了合唱队、民乐队，两支队伍均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教

学和训练。合唱队曾代表宿迁市参加了省第三届紫金合唱节展演，

民乐队多次在校内外比赛演出，取得良好的社会声誉。

3. 规范文化和专业学习秩序，促进专业意识的形成

在组建艺术团队、营造氛围的同时，我们还严格管控文化学

习和专业学习秩序，强化专业意识，促进发展提高。在文化学习

上杜绝无故旷课现象，对无故旷课学生零容忍，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严格早自习和晚自习纪律，杜绝自习课迟到、旷课现象；对专业

练习，实行琴点制度，琴房使用定时、定点、定人，对琴点加强

检查，对于迟到、旷琴点学生按上课迟到、旷课处理。通过学习

秩序管理，学生专业学习意识明显增强，专业技能有明显提高，

为过渡到下一阶段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三）第三阶段

1. 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这一阶段是学生的大学阶段，人生观、世界观已相对成熟，

对未来已有规划，当然这一阶段也容易受不良思想影响，走入反

面和极端。为此，我们加强了意识形态教育，以端正不良思想，

稳固人生方向。意识形态教育内容主要围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社

会主义思想而展开，兼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及三个代表，努力学习红色文化，组织讲座、

主题班会、专题研讨、纪念参观、红色电影欣赏等多种形式，让

红色基因渗入学生心田，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和意志，努

力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2. 突出实践，以实践促学习、促养成，培养优质师资

四、五年级是人才培养的关键阶段，学生能不能胜任未来小

学音乐教育教学工作，具不具备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能不能拥

有可持续发展成长的潜力，能不能有稳固的职业信念和操守，关

键在这一时期。为此，我们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主要突

出实践，创建“两台”实践的育人模式。“两台”即“舞台”和“讲

台”，“舞台”实践用以锻炼学生艺术技能，培养专业追求；“讲

台”实践用以锻炼学生的教育教学能力，培养稳固的职业信念。“舞

台”实践主要采用音乐会汇报表演的形式，四年级和五年级上学

期每学期举行一到两次。在毕业前夕还要进行舞台实践考核，合

格的发给毕业证书，不合格的延缓发放毕业证。“讲台”实践主

要是四年级的两周实习和五年级第二学期的顶岗实习，通过两次

实习从而培养学生教育教学能力，培养职业信念，增强职业情感，

最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四、结语

德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校针对音乐教育专业学

生特点采取的“三段式”德育培养模式，收到了较好的育人效果，

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收到了较好的社会声誉，为学生可持续发

展奠定了很好的人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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