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9    2 卷 9 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148 ·        教育发展研究

浅议小学音乐教学的德育功能

王馨圃

保定市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  河北  保定  071500

【摘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要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与引导，

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要加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要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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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音乐教育占有重要地位，是

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德、智、体、美、

劳等五个方面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音乐作为一种带有

情感和美育的艺术，是一门艺术性和思想性很强的学科，

它以更加生动活泼的形式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

美感教育。它以音乐艺术为手段，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

进行情感教育。德国音乐家亨德尔曾言：“如果我的音

乐只能让人快乐，我很抱歉，我的目的是让人高尚。”

简而言之，音乐教育不仅是要使学生掌握与音乐有关的

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觉，欣赏和表达

能力，而且要充分利用音乐的形式和特点，陶冶学生的

情操，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道

德素质，达到育人育才的双重目的。

在我国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树立以德育为

中心的教育理念，在各学科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渗透德育，

小学音乐教育也应如此。德育本身是音乐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通过生动的音乐形象进行音乐教学，同时在审

美教育中进行审美教育，情感性，合理性，道德教育，

不断提高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和道德素质。在 2011 年

版的《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总目标中，添加了“坚

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培养学生的良好审美情趣

和人文素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语言表达。小学是学生

学习知识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学生对周围的

一切都很好奇，并且善于模仿他们看到和听到的东西。

因此，我们应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通过学习

音乐艺术，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让生动的

音乐形象熏陶和感染学生，同时也对学生的情感和情感

产生积极的影响。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学

生的道德素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对青少年进行思

想教育，陶冶高尚情操，培养优良的道德品质，已是新

形势下对音乐教师提出的重要课题，也是音乐教育工作

者的一项艰巨任务。

实际上当前小学音乐在品德教育教学方面主要存在

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音乐课堂偏重音乐技能的培养，一

般只是重视歌曲的教唱；二是虽然音乐教师有意识地在

音乐课堂上渗透品德教育，但是方法单一，很是牵强。

长期以来，在真正的教学实践中，品德教育没有得

到应有的重视，致使许多青少年对外来不健康因素难以

分辨、难以抵御，妨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近十年

来通过课程改革，学校对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虽有所好

转，但是小学音乐教育教学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

的问题：

1 学校在音乐教学中忽视了品德教育的功能
虽然课改已有十几年之久，但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

响，学校及家长对学生的教育和要求常常抱有偏见，学

校工作中虽然大喊素质教育，一直是重应试教育轻素质

教育。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致使学生也产生错误的看法，

忽视品德修养的提高，不注重素质的全面提高而一味应

付考试。从学校到家长，没有真正认识到音乐其实也是

一种文化，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导致了不

少学生都认为音乐课是“副课”，上音乐课也只是轻松

轻松而已，低估了它的教育作用，忽视音乐教育的德育

功能和价值，从而使音乐教育的品德教育功能不能更好

的体现。这些偏见，需要社会、家长、尤其是学校共同

努力来改变。

2 社会忽视了音乐对学生在品德教育方面的正确
引导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与要求的提高，对精神的追求也

在提高，出现许多娱乐场所，不少学生由于缺乏音乐审



  2020【2】9    2 卷 9 期  ISSN: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教育发展研究         ·149·      

美能力，不了解中国音乐文化，受电视、舞厅、卡拉 OK 厅、

流行歌曲的影响，对音乐教材上的内容不感兴趣，课本

上的歌曲不想学，只喜欢通俗流行摇滚歌曲。小学生正

处于学习能力很强的阶段，有较强模仿力和好奇心，但

又缺乏正确的辨别能力，不容易区别好与坏，不善于去

粗取精。导致许多学生没有了正确认识观、价值观，而

丧失了进取心，削弱了意志力，学习成绩不断下降；追

求享乐主义，趋于庸俗，放弃奋斗目标，个人对前途追

求比较渺茫。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如若长此下去，那我

们祖国的未来将如何，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小学

音乐教育中加强品德教育，势在必行。

3 小学音乐教学中存在单一性
课改以来，小学音乐教育教学虽然在形式上逐步被

重视起来，但在具体实施中仍存在许多问题。音乐教师

首先是思想上不重视音乐课，想怎么上就怎么上，上课

很随意，教学模式单一，把音乐教学等同于唱歌教学，

在课堂上教师往往偏重于对学生的教唱，为歌唱而歌唱，

完成课程任务。没有发挥音乐生动形象地对学生进行情

感上的教育，而忽视音乐的特殊作用。如果音乐教育没

有充分发挥它独特的德育作用，那我们的音乐教学是失

败的。所以，我们要结合音乐教育的特殊性，充分利用

各种教育形式，把德育教育渗透到音乐教育的过程中，

培养有道德、有理想、有知识的新时代青少年。

针对小学音乐教育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应当引起学

校、家长及全社会音乐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采取一

系列措施，予以解决。

作为新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音乐教育 ,

日益显示出它的特殊意义和独特作用。音乐教师在进教

学的过程中，要充分的将音乐这门课程本身的特点与德

育教育结合起来，以丰富的音乐情感来陶冶学生情操，

渗透同学间团结友爱、互相关心，热爱劳动，热爱生活，

关爱大自然的品德教育。在各种音乐教学的活动中融入

品德教育，而不是泛泛而谈的说教。

小学音乐教学深受小学生的喜爱和欢迎，以其独特

的作用促进着学生的全方位发展，如何将德育教育渗透

到小学阶段的音乐教学中，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小

学音乐教师本人的榜样作用、小学音乐专业的特点、学

科设计的特点、课型的特点等方面如何对学生进行品德

教育。使学生喜欢的这种教育教学方式成为学生全面成

长的重要载体，本课题研究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1）研究小学音乐教师自身是学生的榜样，如何

牢固地树立德育意识，时时、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

用。并且以教材为内容，以课堂为阵地，认真钻研教材，

分析和挖掘教材中的品德教育因素，做到每堂课的教学

活动都渗透品德教育。

（2）研究小学音乐教师如何紧紧围绕音乐作品的

所塑造的形象，引导学生进入歌（乐）曲意境，抒发美

好的情感。特别是通过基本训练如发声练习、节奏训练，

听音练耳等培养学生和谐统一的良好心态，使德育内容

有机地渗透在教学中。让学生在理解美、表现美、鉴赏

美中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3）研究教师如何设计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如何

制定切实可行的音乐学习活动行为规范来训练学生从步

入音乐教室、师生问好、坐站姿势等都要养成一定的规

范动作，以培养学生遵守纪律、举止文明、尊敬老师、

与同伴友好相处的良好习惯。使品德教育渗透在教学的

全过程。不追求形式生硬说教，要见缝插针联系实际，

真正达到学生发展的最高境界是道德品质的提高。

（4）研究小学音乐教师如何在不同的音乐课形式

中体现德育教育。小学音乐教学的内容主要包括歌唱教

学、乐谱知识、鉴赏教学、舞蹈教学等，教师要分析这

些不同音乐教学形式类型的特点，把德育工作纳入到各

类课堂类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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