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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将课程思政引入高职公共音乐课程
——以传统器乐鉴赏教学为例

王一晴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 100102）

摘要：将课程思政融入高职公共音乐课程，打造美育教育和

思政素质教育的融合体，构造美育课程中有思政元素贯穿的联合

教学模式，使之成为育人的重要手段。中国传统音乐是高职公共

音乐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含丰富的思政元素。在中国传统音

乐教学中发挥其育人功能是本课程性质的要求，也是时代对高校

实现“立德树人”的要求。同时也是大学生增强文化自信的有效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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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座谈会上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

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

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

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

音乐教育作为学校美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音乐是人类思想

灵魂深处的静思与涟漪，在高职院校全方位育人体系中发挥着特

殊的作用。因此，在当下高职美育公共课程设置中，我们都能看

到跟音乐有关的这一类课程。而中国传统音乐又是音乐课程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是启迪心智、安抚心灵的灵丹妙药，同时还蕴含

了丰富的思政元素。因此，课程思政融入传统音乐鉴赏课是提高

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和道德修养的有效途径，可充分发挥全方位

育人功能。

中国传统音乐鉴赏中传统器乐的鉴赏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

器乐的鉴赏又离不开对乐器的了解。尤其是 1978 年湖北随县出土

的曾侯乙编钟被誉为中国八大奇迹之一，华夏正音，可与四大发

明相媲美，就乐器本身已经综合了诸多学科交融的成就以及“和”

的政治思想高度。围绕中国乐器的分类方法以及众乐之首编钟的

价值及文化内涵（曾侯乙为例）来设计 2 个课时的教学设计。授

课对象高职大一非音乐专业学生。

一、围绕“课程思政”设定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了解八音分类法以及每种材料的代表乐器。

2. 了解众乐之首的国宝编钟以及编钟背后的历史故事。

3. 理解民族器乐文化内涵，以“金”为代表。

（二）能力目标

1. 通过学习，能够听音辨识不同材料的中国传统乐器。

2. 通过学习，能够说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器乐曲目，并

说出其特点和使用的乐器。

3. 能简要表达赏析传统乐器的文化内涵。

（三）素质目标

1. 激发对传统乐器，礼乐文化与艺术的热爱之情，增强民族

文化自信与自豪。

2. 通过观察编钟、古琴的精美构造，了解制作工艺，体会中

华民族古往今来的大国工匠精神，提升学生对传统工艺的敬畏与

热爱。

3. 理解传统器乐的现代传承，理解音乐蕴含的价值，培育文

化艺术传承与发扬的责任担当。

二、围绕“课程思政”设定教学过程

（一）教学媒体与资源选择

1. 多媒体教学设备：播放教学 PPT，大屏呈现关于本课内容

的图片和视频文件等。

2. 职教云教学平台：传统器乐资料的资源共享；课前自学；

互动和答疑；测试；提交作业；学习数据分析等。

（二）课前任务（提前一周布置）：

1. 古乐器的“工匠精神”（介绍编钟的制造工艺）

2. 古琴里的“思乡情”（介绍“丝”类代表乐器——古琴，

尝试吟唱《明月几时有》）

3.“金蛇狂舞”“步步高”——沸腾的中国（介绍传统乐曲

里的爱国主义精神）

4.“吴丝蜀桐张高秋”诗词里的“借乐咏志”（古人诗词里

赋予乐器的人文情怀）

（三）课堂过程

一课时

“八音”

分类法

及经典

传统乐

器欣赏

课堂环节 教师引导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导入

（1）以成语“十面埋伏”为切入点，引导学生说出几

种中国传统乐器的名称与代表曲目。

（2）播放电影《闪光少女》片段，引导学生认识其中

的中国传统乐器。

国乐胜利的原因：中西乐器都可以演奏出俄罗斯作曲家

里姆斯基克萨科夫的代表作《野蜂飞舞》，而《百鸟朝凤》

只有唢呐才能奏出其效果，西方乐器只能望尘莫及。

（1）说说自己知道的

传统乐器名称以及相

关知识。

（2）欣赏影片片段，

辨识其中出现的乐器。

“十面埋伏”既是成语

又是传统琵琶曲，方便

学生理解；导入环节播

放视频，能让学生更加

直观的欣赏传统乐器的

魅力，更具感染力，更

能激发学生对传统器乐

文化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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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时

“八音”

分类法及

经典传统

乐器欣赏

思政元素：（1）“十面埋伏”既感受文学魅力又了解音乐知识。

（2）《闪光少女》里中西音乐 PK，让学生感受到了中国传统乐器的独特魅力。

融入方式：知识积累、视频欣赏与快速问答

八音

分类法

（1）以中国五行学说为引，介绍乐器八音分类法的

哲学依据（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2）简介八音分类法里每一类的代表乐器。

（3）听音辨乐：多媒体平台播放音乐片段，引导学

生猜乐器。

（1）思考：五行学说与

八音分类法的联系。

（2）知识：了解八音分

类法里每一类的代表乐

器。

（3）抢答活动：听音辨

乐器，说出播放片段的

乐器名称。

了解五行与八音的关联，

探寻古代哲学的影响，让

学生了解中国传统乐器的

分类方法，为器乐学习明

晰方向。通过听音辨乐器

加深其理解。

思政元素：八音分类里蕴含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欣赏古代乐器演奏，培育其审美格调。

融入方式：启发思考、欣赏感受

传统

乐器

赏析

引导学生对课下搜集的资料进行汇报。 学生汇报 1：古乐器的

“工匠精神”（介绍编

钟的铸造工艺）

学生汇报 2：古琴里的

“思乡情”（介绍“丝”

类代表乐器——古琴，

尝试吟唱《明月几时有》）

在课前已经给学生布置好

相关的资料搜集工作，为

学生体会本课知识奠定基

础。通过课堂汇报的形式，

能够让学生更加深刻了解

传统器乐知识。

思政元素：（1）通过传统乐器制作，探寻中国古人的大国“工匠精神”。

（2）通过吟唱，感受传统器乐里的人文情怀与爱国情怀。

融入方式：任务驱动法、自主学习法

二课时

国宝编钟

以及传统

乐器蕴含

的大国精

神

编钟

文化

（1）着重介绍乐器 - 曾侯乙编钟以及它的音乐价值

与文化内涵；引导学生关注其他传统乐器。

音乐价值：证实了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

七声音阶并且运用在了编钟之上；同时证明中国的

十二平均律要早于西方 1800 多年。

文化内涵：一种双音的诞生反应了中国古人以和为贵

的处事原则与平和共处的大国精神。

（2）带领学生尝试用编钟模型敲击《东方红》主旋律。

（1）在教师带领下尝试

敲击编钟。

（2）跟随编钟的音高演

唱七声音阶。

（3）跟随编钟的音高演

唱十二平均律。

让学生了解八音分类法里

编钟是以“金”为材料的

代表乐器。分析其音乐价

值与文化内涵。激发学生

了 解 其 他 传 统 乐 器 的 兴

趣。

思政元素：（1）“一种双音”蕴含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贵中尚和”以及“君子和而不同”的高尚情操。

（2）敲击《东方红》主旋律，用传统乐器奏响爱国歌曲。

融入方式：知识、欣赏、实践。

音乐本

体与外

延（ 学

生 汇

报）

艺术来源于民族所处的世界，更反映该世界当中的民

族，反映着该民族的观念、诉求和理想。

音乐艺术与民族精神有着紧密的联系。请同学们汇报

一下，有哪些文化元素里体现音乐。

学 生 汇 报 3：“ 金 蛇 狂

舞”“步步高”——沸

腾的中国（介绍传统乐

曲里的爱国主义精神）

学 生 汇 报 4：“ 吴 丝 蜀

桐张高秋”诗词里的“借

乐咏志”（古人在诗词

里赋予乐器的人文情怀）

在课前已经给学生布置好

相关的资料搜集工作，为

学生体会本课知识奠定基

础。通过课堂汇报的形式，

能够让学生更加深刻了解

传统器乐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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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时

国宝编钟

以及传统

乐器蕴含

的大国精

神

思政元素：（1）感受传统乐曲里传达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爱国热情。

（2）引导学生搜集资料，感受古人在诗词里赋予乐器的人文情怀。

融入方式：任务驱动法、自主学习法

传统

器乐

里的

精神

传承

（1）播放现当代的斫琴师视频，引导学生学习“工

匠精神”。

（2）布置课堂作业：写出本课的学习感受，提交到

职教云。

观看视频，针对本课，

写自己的感受，并当堂

提交到职教云。

本校是职业院校，学生对

于“工匠精神”理解的更

加深刻。以“工匠精神”

收尾，同时鼓励学生表达

自己所认识的人文精神。

以作业的形式表达感受，

能够照顾到每一个同学，

做到全员育人。

思政元素：播放当代斫琴师视频，引导学生思考，以作业的形式呈现自己对“工匠精神”的理解。

融入方式：情境代入，课堂作业

三、围绕课程思政解决重难点问题

（一）教学重点：掌握八音分类法的分类依据，以及每一类

的代表乐器

解决策略：引入“五行”学说，介绍八音分类法的分类依据；

课前布置任务奠定知识基础，课上通过“听音辨乐”形成初步感知、

教师讲解加深其理解。

（二）教学难点：民族器乐的音乐价值与文化内涵

解决策略：课前布置任务，主动获取资料；运用信息化教学

平台，每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感受。课上以材料“金”代表乐器

重点讲解；直观演示法：通过敲击编钟，亲身感受传统器乐文化

魅力；着重讲解乐器 - 曾侯乙编钟以及它的音乐价值与文化内涵。

1. 曾侯乙编钟的音乐价值

证实了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七声音阶并且运用

在了编钟之上；同时证明了中国的十二平均律要早于西方 1800 多

年。

2. 曾侯乙编钟的文化内涵

一种双音的诞生即证明了我国古代的乐律学已达到了登峰

造极的境界也反应了中国古人在材料学、冶金技术、工程力学、

工艺美术、书法等各个领域的精湛技艺。

同时，也映射出了我国从古至今以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华

夏民族以礼乐治国，编钟就是礼的象征，大国邦交，礼尚往来，

外国领导人访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向他们介绍我们中国的编

钟，并把曾侯乙编钟的模型作为国礼赠送给国际友人。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是礼仪之邦，平和友好一直是我们秉

承的外交原则，与此同时，也彰显了我泱泱大国的胸襟与气度

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这些思政元素都可以润物细无声的通过编

钟展现出来，从而顺利的解决了本课程的重难点问题。

四、围绕课程思政进行教学反思

课程思政的内涵与音乐的魅力 共融共生：学生在赏析、听辩

吟唱中感受传统乐器之美，音乐和乐器以及作品本身的文化内涵，

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思政目标。教学目标和重点难点在此顺利突

破。学生全员参与，课堂氛围轻松愉悦，有良好的体验感与获得感。

激活了师生的音乐细胞，学生对传统乐器的热爱与探知升温了。

身心与音乐碰撞，更容易引起共鸣，也更能体会乐器的精神和内

涵，触摸到古人的情感。恰当的信息化资源（职教云、微信学习群、

音视频资料、古典音乐 App、公众号等），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自

主学习，有效有趣。全过程多元评价，有效地激发了学习兴趣，

顺理成章地达成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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