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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美育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应用探究
关　姗

（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转型，人才需求逐渐发生变化，高

校随之将人才培养工作的重点从知识与技能传授转移到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上。这就要求音乐教育教师改革具体工作方式，基于对

音乐教育美育作用的深入理解，从音乐教学、音乐实践、教学方式、

歌曲演唱等方面入手，丰富美育渗透内容与方式，引领学生感知美、

创造美，更为全面地发挥出音乐教育对学生发展的促进作用。所以，

本文结合笔者实践经验，就美育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应用进行探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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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可陶冶学生情操，提升学生审美，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

容之一。音乐教育中蕴含丰富的美育内容，教师对其进行有效发掘，

有助于塑造学生的人格、优化学生品质，对于学生的全面方面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高校音乐教师，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与

要求，探究美育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应用途径，通过对原有音乐

教学理念与方法进行创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一、音乐教育的美育作用

（一）陶冶情操

情感性是美育的本质特征，因此美育作用于学生发展主要在

于“情感”两字。关于音乐教育的美育作用，我国教育家王国维

曾提到“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在高校

教育中，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美育作用，促使学生养性抒怀、陶

冶情操，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与创造价值。音乐能够

让人绽放出心灵的火花，进而让人的情感变得丰富多彩。在音乐

教育中渗透美育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

陶冶学生的情操。之所以音乐能够沁入人的心灵，是因为音乐艺

术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让听众们在欣赏音乐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投

入到音乐氛围之中。我们很多人在欣赏音乐的时候，情感便会跟

随着歌词、曲调而发生变化。有的歌曲可以让我们激情澎湃，有

的歌曲则会让我们悄然落泪，有的歌曲也会让人忍不住循环一整

天，究其原因，就是音乐可以凭借其强大的感染力，让人投入其

中无法自拔。音乐的因素有很多，它可以让不同的人感受到不同

的情感，进而对人的思想、生活产生深入的影响。欢快、愉悦的

歌曲可以让人的心灵变得舒适，让他的性格开朗；宏伟的音乐作

品可以让人怀有一种广阔的胸襟，进而内心变得更加博爱和坚强；

优美的歌曲则可以治疗忧郁的人，让其情绪开朗起来，而这都需

要归功于音乐所具有的审美教育功能，这可以让人的情感更加丰

富，人格更加高尚，进而达到育人的效果。

（二）打造人生

人是情感动物，音乐教师可以通过运用艺术美、社会美、自

然美等美育手段，推动美育工作的开展，借助丰富多彩的娱乐方

式，引领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念，从而学会如何创造美、表现美、

鉴赏美以及感受美。因此，发挥音乐教育的美育作用，是打开学

生校园生活的新局面，美化学生心灵，从而美化其人生的重要途径。

审美是一种高级精神活动。人的主观意识在整个审美活动中发挥

决定性作用。是否具有正确的审美意识，是衡量一个人是否能够

区分美丑、是非善恶的重要尺度。所以，通过创新音乐教育模式，

引导并鼓励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意识，是帮助学生获得完美人格

品质的关键，也是高校开展美育的终极目的。

二、美育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应用策略

（一） 明确音乐育人目标

在音乐教学中，教师需要将美育融入到教学目标之中。美育

的目的是促进人品德转化，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美育不仅仅

是音乐课程的任务，更是高校育人的基本任务，是落实立德树人

理念的基础。在音乐教育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出音乐的价值，在

教学目标中明确应用哪些音乐作品可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应用

哪些教学手段或者典型案例来启发学生，激发他们对于未来的憧

憬，进而帮助他们树立坚定的理想以及对生活的追求。教师在制

定音乐美育教学目标的时候，需要参考音乐教学大纲以及课程标

准，并且对学生们的学情进行分析，保证教学目标的针对性以及

个性化。

（二）学习传统曲目，感受音乐人文美

教师在开展音乐教过程学中，不仅要关注乐曲本身，帮助学

生从知识的视角理解音乐，而且要重视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美，

引导学生感受音乐中的传统文化。尤其教学一些传统曲目时，教

师要突出传统文化与音乐表演的融合，引导学生以音乐课程学习

为实践载体传承传统文化、感知音乐人文之美。

例如：在学习《小放牛》时，可以把音乐律动与对唱结合起

来，引导学生在表演实践中学习歌舞小戏，促使他们深度感知传

统民间音乐文化中的人文美。首先，教师为学生布置课前预习任务，

要求其通过自主学习了解小放牛所流行的地域，以及这首乐曲所

描述的故事。其次，在引导学生练习表演这一歌舞小戏时采用传

统乐器为其伴奏，促使学生深度感知传统歌舞文化，开阔学生的

音乐视野。再次，在学生对乐曲建立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师生就

其音乐风格展开讨论，将课堂活动的感性体验转化成对传统地方

歌舞文化的理性认知，培养学生对民族歌舞文化的欣赏之情与文

化自信。

（三）音乐鉴赏，感知音乐形式美

在学生理解与展现音乐的形式美时，可形成快乐、美妙的音

乐氛围，促使学生进一步感知音乐的熏陶，从而形成对音乐美的

感知力与表现力。在音乐鉴赏课堂上，教师要重视对音乐形式美

的突出，引导学生对音乐作品建立直接感受，启发其对音乐的形

式美进行深度理解与成功展现，而不是一味地让学生被动地听讲

与模仿。

例如：在引导学生鉴赏与学习《兰花花》的过程中，可以通

过不同的音源表现出变化的音乐节奏，并融入角色扮演的游戏，

将学生带入到乐曲所营造的音乐情境中，帮助学生充分理解音乐

形式美，并提升他们对音乐美的表现力。首先，教师要求学生依

次做出“喜”“怒”“哀”“乐”等表情，引导学生理解何为“表

现”，为其理解音乐表现力构建思维模型，为接下来的美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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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基础。其次，师生共同讨论《兰花花》中所涉及的事物，结

合歌词创建出不同的角色，并要求学生为不同的角色设计表演方

式。教师可指导学生设计和编排角色的动作，完成不同角色表演

之间的衔接方式设计。再次，学生练习表演《兰花花》，将其中

所赞扬的生命力表演出来。动作错误或者未跟上音乐节奏做出动

作的学生，需要为大家表演唱歌或跳舞节目，以营造出激烈的游

戏氛围，促使学生更快地对歌曲融会贯通。最后，当学生熟练掌

握音乐表现技巧，并能够相对准确地传达乐曲思想感情时，教师

可鼓励学生重新理解音乐，在表演中融入自己对音乐的独特理解，

促使学生逐渐形成特有的表演风格。借助这样的趣味性游戏，既

可以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反应能力、感知能力，又能够提高学生的

音乐表现力，促使其对音乐形式美形成更为深刻的感知。

（四）创设情境，感知音乐意境美

在逐步落实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传统的教学思路被赋予新的

内涵，相关音乐教学模式得到不断创新。就美育在高校音乐教育

中的应用而言，教师更加重视对新教学手段的融入，关注对学生

兴趣与审美能力的培养。创设情境是基于学生形象思维，引导学

生在脑海中感受情怀、想象内容的重要音乐教学途径，教师可通

过创设恰当的音乐情境，促使学生感知音乐意境美。

例如：《春江花月夜》既是优美诗词也是意蕴悠远的音乐，

从音乐视角来看它是一首中国民乐合奏曲，整体旋律非常柔婉、

优美，构思也十分巧妙，与诗词交相辉映能够，向人们更加立体

地展现了月夜春江的迷人景色。在引导学生学习这一曲目时，教

师可通过多媒体为学生展示相应的图片，通过音乐与图片的结合，

启发学生联想与想象。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可为直观的图片配以

诗句，以突出这首乐曲的意境美，强化乐曲在学生脑海中的画面感。

（五）融入实践活动，引领学生创造美

在音乐教学中，美育不仅体现在引导学生发现美、感知美，

而且体现在引导学生学会创造美。发现美与感知美，要求提升学

生对音乐的鉴赏能力与审美能力，引领学生创造美则要求教师发

展学生创造力。因此，音乐教师应善于在课堂教学中融入探究性

学习活动，引导学生以实践为载体，感受音乐之美，实现思维的

相互碰撞，继而有效培养学生对音乐创造的能力与兴趣，促使学

生音乐素养得到全面发展。

例如：《十面埋伏》由十三段带有小标题的段落构成，生动

地描绘了古代战场壮烈的情景，教师可在引导学生感知乐曲节奏

及力度的基础上，要求其开展创作实践活动，激发学生进行音乐

创作的思维火花。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音乐旋律感知历史

并想象战争的场景，为接下来的小组合作学习做好铺垫。这一环节，

教师可允许学生相互讨论，引导学生在相互启发与帮助的过程中

完善自己的观点、丰富自己的想象。其次，在学生对每一段内容

与节奏有了解了之后，将学生分为 6 人一组，引导每个小组自主

选择一段音乐，并为其配写歌词，而后表演出来。最后，小组之

间进行评比，引领学生实现知识与思想的升华。集体主义荣誉观

之下，各个小组都希望获得他人认可与较好的表演效果，小组内

部成员之间的就会形成共同研究、相互学习的氛围。整个再创作

过程中，学生对琵琶曲《十面埋伏》的理解进一步加深，对美的

创造力逐步提升。

（六）转变教师认知，促进美育内容渗透

提高教师对美育教学的重视程度，是发挥音乐教育美育作用

的关键，因此促进美育内容渗透应从转变教师认知开始。目前，

在高等教育中美育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育人内容，关系到人才培养

质量的提升以及各项音乐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作为教育工作者，

要充分意识到美育内容渗透对音乐教学的重要意义，坚定不移地

在各个教学环节贯穿美育。音乐课程教学对学生审美能力提升，

以及知识内涵、精神面貌的形成都具有重要影响，教师要在创新

模式的过程中，对传统的音乐教学理念、手段、目标加以优化，

促使音乐教学的美育作用得到有效提升。在现代社会，良好的创

造能力、审美能力、品德修养是各个领域对优秀人才的要求，是

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高校的领导者，应在引导师

资队伍建设时，重视教师美育能力与意识的形成，促使教师利用

自身所掌握的音乐技能、美育知识对现有的教学内容与手段加以

创新，促进教育改革目标的达成。

（七）整合教学平台，丰富美育教学内容

整合现有教学平台，更为有效地将美育内容渗透到音乐教学

中，并非是指教师在课堂上简单地讲述一些优秀的品质，而是要

求教师对美育内容与音乐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形成综合性的教学

内容，并通过教学平台呈现给学生。在音乐教育中，教师应将民

族音乐、传统音乐、西方音乐知识融入到鉴赏课与学生实践中，

促使音乐教学的美育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比如，《花好月圆》《百

鸟朝凤》《春江花月夜》等家喻户晓的民乐曲，都具有意蕴丰富、

结构完整的优点，教师可将这些乐曲融入到课堂中，并引导学生

对乐曲创作的背景加以了解，使学生在欣赏乐曲的过程中感受民

乐之美。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网络教学平台，丰富音乐教

学内容的呈现形式，实现音乐教学与美育完美结合。

三、结语

美育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应用，符合新时代对优秀人才的基

本要求，高校教师对其应用途径进行研究是推进教育改革的关键

举措。教师要在将音乐教育与美育相结合的教学实践与教研活动

中，重视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的创新，通过对现有的音乐教育内

容与手段的优化与整合，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促进美育在高校

音乐教育中的有效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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