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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职院校德育与美育协同发展研究
杨　琳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61）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

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时代背景下，

立德树人成为了教育的根本任务，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推动德

育教育和审美教育的协同发展，在分析两者协同育人可行性的基

础上，探索出一条在实践中具备较强可实施性的高效育人路径，

创新高职院校美育和德育协同发展的新格局。本文笔者将结合个

人实践对新时代高职院校德育与美育协同发展进行探究，以期能

对其他高职教师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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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课改进程不断推进的情况下，发展素质教育，保证

教育公平性，让学生在良好的德育教育中塑造出个体的完美人格

和全体良好道德风气已成为高职院校的重要教育目标，让学生在

掌握较强专业技能和培养综合素养的基础上，源源不断地为社会

输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养专业技术性人才。

因此，高职院校教育工作者需要对当前美育和德育工作方法

不断创新，引进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德育内容，完成在当前中国

处于伟大复兴关键节点赋予高职院校的责任，为社会培养更多具

备较强综合素养的专业技能型人才。

一、新时代高职院校美育和德育协同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高职院校德育教育和音乐审美教育在协同育人方面有着交叉

相容的属性。

一方面，音乐审美教育本身就是在为学生带来生动形象的审

美体验基础上，引发学生内心中关于审美的情感，从而通过提升

艺术修养实现“美化心灵、健全人格”的教育目标，让学生在思

想道德和艺术修养上齐头共进，发挥了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另一方面，音乐教育具备较强的审美能力培养和艺术性培养

的特征，凭借这些特性美育教育可作为德育教育的良好载体，从

而将艺术审美教育和德育教育交融在一起。

（一）二者的相通性

德育教育和美育教育看似表面上没有共同点，但其实两者拥

有较强的相通性。音乐审美教育在教学内容中包括格局、音乐、

戏曲、舞蹈等内容带给学生直观地鉴赏式体验学习，在塑造各种

各样艺术形象的而过程中徐涛感化学生，使得美育在学生心灵深

处由内而外的影响学生，为他们带来思想和心灵上的触动，在思

考的过程中塑造出完美的个性，在精神上带来指引，促进学生个

人修养的提升。

德育包含的内容则更佳的多元化，包括理想信念教育、价值

观念体系教育、爱国过一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基本道德规范教育、

综合素质教育，通过带领学生学习美好的事物、优秀的英雄人物

及相关事迹完成这些教育，本质上是让学生欣赏其中蕴含的美好，

和美育不谋而合。

（二）二者的交融性

音乐审美教育和思政政治教育内容在形式上拥有一定的交融

性。音乐审美教育在教学内容中包括格局、音乐、戏曲、舞蹈等

内容让学生在和教师的互动中获得感性玉树熏陶，以内容丰富、

趣味性较高的教学让课堂不再乏味，形成生动有趣、丰富多彩的

绿色音乐课堂氛围，让学生在审美思考中获得由内而外的感化和

引导，在精神状态、个性品质、价值体系上做出有效指引，帮助

学生树立健康的道德观、审美观以及价值观，从而让学生在内在

美和外在美认知方面实现统一。

传统的德育大多是通过理论知识和实践案例分享完成思政敢

话，和当前学生的群体特征相性符合度较低，不易引起学生的学

习兴趣。

但是，在德育教育中进行创新，大胆引入艺术性内容开展思

政工作，可有效引起学生的个人学习兴趣，让他们在生动有趣的

课堂中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完成思政学习，在欢声笑语之中收获综

合思想政治素养的提升。

（三）二者目标的一致性

从教育目标而言，美育和德育工作也具备高度一致性。音乐

美育为的是让学生在感受美、欣赏美、鉴析美的过程中，让他们

能够具备正确认知“假与恶”，从而激发学生对于“真善美”的

向往，让他们的审美情情趣得以升华，为他们培养一颗纯真善良

的心灵，培养出高尚的的情操，形成良好的民族认同感，在创新

力和想象力方面放飞自我，实现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德育工作则是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塑造正确

的道德观念和政治意识，以健康的“三观”处理生活和学习中的

人和事，鉴定社会主义下的正确方向，在生活中践行正确的道德

行为规范。由此可以看出，两者都是为了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让学生实现在个人发展和民族认同方面的融合。

二、德育教育和音乐审美教育协同育人构建途径

高职院校在美育和德育的协同发展过程中，需要让两者互相

促进和弧线渗透，通过教师不懈地探索和积极地尝试，对学生进

行科学地引导，构建出一条具备较高可行性的德育教育与美育教

育协同发展的路径，实现对学生的道德教化和艺术熏陶，让他们

在感受美、挖掘美、创造美的过程中坚定自己崇高的理想信念，

树立更加有意义的人生目标，让高职院校与人工作的水平和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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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进一步获得提升。

（一）培养教育主客体的审美德育能力

教师在音乐教育中重视学生主体的审美情趣培养，加强美育

和德育教育客体的育德能力，可有效强化德育教育和音乐审美教

育在协同育人方面的功能性。

鉴于此，音乐教室在进行审美教育的过程中，要将学生的身

心发展特点和认知规律考虑进入，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

用心发掘并鉴赏隐藏在万事万物中的美，强化他们的美感体验。

与此同时，教师还要在自身言行上下功夫，用具备较强张合

力和感染力的语言，培养学生传播美、创造美的基本审美能力。

作为课堂主体的学生，在这一过程中也要积极配合教师的课堂节

奏，有意识地增强自身审美能力，提升审美品味和审美情趣。

在美育中渗透德育的过程中，教师可根据当下主流社会意识

和审美价值观，选择和学生的群体特征以及审美趣味最贴合的教

学素材，根据实际需要将德育授课过程艺术化，从而和学生的学

习规律以及德育教育规律保持一致，从价值观、情感态度上取得

学生的认同感，让德育教育在艺术化过程中更加深入人心。

例如，教师在音乐课上可以带领学生一起唱红歌、鉴赏红色

电影，让思政教育和音乐审美教育相向而行，两者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以取得 1+1 ＞ 2 的协同效果，将审美教育和德育教育的实践

效果都提升到新的层次。

（二）增强教育实践的审美立德体验

立德树人是职业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实际落脚点，因此，教

师无论是在开展音乐审美教育还是德育教育的过程中，都应该始

终将这一理念作为工作中心，紧紧围绕着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根

本目标开展教育教学。

德育教育和音乐审美教育的实效性在于生活中的实践，如果

只是让学生在理论上理解一系列的德育和美育概念，而不在生活

中践行，那么德育教育和审美教育则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因此，

教师需要在以课堂教学为基础，引导学生超脱于理论学习的“小

课堂”，注重在生活“大课堂”中践行所学知识，在实践中实现

美育和德育工作的协同效应，让学生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中可

能会发生的不顺心琐事，用更加昂扬的姿态拥抱生活中的美。

教师可以教学中选取反应真实生活的艺术作品作为美育和德

育的鲜活素材，让学生在真实地案例分析中将德育的价值目标、

教学内容通过音乐教育这一优质载体艺术化地呈现在学生面前，

以学生更加愿意接受的形式和更能理解的语言传递给学生，让学

生在表达主流价值观的音乐作品中体会思政概念，把书本中的理

论知识变得生活化、形象化以及具体化，让学生在追求美的学习

中悄无声息地接受其中所蕴含的思政教育内容，在充满欢声的音

乐审美教育中体会到无穷乐趣，完成化人于无形、育人与自然的

良好协同教育效果。

与此同时，教师还要重视体验式教学的应用，让真善美的种

子在学生的心中自然地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让学生在美育视角

下更好地观察世界、分析世界和改造世界，实现个人审美水平和

道德素养同步提升的目标。

（三）拓宽教育过程的审美修德渠道

音乐审美以一种基于感性认知的意识层面活动，教师在为学

生进行审美意识培养活动中时，两者在活动中会产生心理暗示，

在此基础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审美教育的愉

悦感特征，而学生则可以在暗示中产生审美方面的愉悦，感受到

更加真实和亲切地审美体验。

德育教育主要是通过教师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念的引导和学生

的理论学习及实践中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想要让两者在有机融

合中发挥协同育人的功能，教师必须打破传统的“老师教，学生做”

的德育教育方式，必须在两者之间假设一座联系的桥梁，创建新

型协同育人实践平台，将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互动教学法

等更加能给学生带来参与感和体验感的方式引入教学之中。

例如，教师效仿近些年较为流行的学科融合教学法，采取课

程思政的教学方法将“德育 + 教育”完美地渗透教学之中，将思

政课让中引入包括舞蹈、绘画、戏剧、音乐以及诗歌等多种形式

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开发“艺术审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系列

课程，让德育和美育教学过程更加鲜活，让课堂在宽松、活跃的

绿色课堂氛围中变得更加生动，让学生可以更加深刻地领会教师

想要在课堂教学中所传递得价值观念和思想理论，主动投身于德

育教育之中，并在生活中思考如何践行，从而在服务大众的过程

中提升个人素养。这既可以拓宽高职院校综合素质教育的路径和

方式，又可以让高职院校美育和德育工作的方法和思路更加丰富。

三、结语

综上而言，音乐作为高职院校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塑造纯洁

心灵、树立健康价值观的重要课程，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重视

美育教育和德育教育的渗透，通过辛勤园丁的不断创新和探索，

用自己的努力构建一套更加高效的美育和德育协同育人路径，在

校园中营造良好的美育和德育协同育人氛围，为学生未来的长远

发展打下坚实的思想道德素养，为其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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