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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理念下高职院校合唱课程教学实践研究
王  柳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长治  046000）

“课程思政”实际就是将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各类课程融入
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通过多举措、多方位挖掘
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润物细无声地教化学生形成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最终为社会主义培养有道德、有
文化、高质量的优秀人才。

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尤其是以工科类院校为主的学校，校
园环境大都缺少人文气息。合唱课程作为一门艺术课程，在高
职院校中是一门既能实现美育教育，又能彰显德育教育的重要
课程，因此在合唱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理念能够较好地得到实
现。

1、高职院校合唱课程现状

1.1  教学模式传统
高职院校的学生音乐素养较差，音乐理论知识学习不扎实，

在音准准确度和节奏把控上还有待提高。在合唱课程中，高职
院校教师大都采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没有过多考虑学
生的实际情况，不能针对学生因材施教，课上的教学延用较为
传统的教学模式。尤其对于非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学习合唱
相对困难，虽然学生能够学会演唱合唱歌曲，但是流于表面，
学生并不了解合唱歌曲的音乐构成，对歌曲背景理解不深刻，
对节奏、音准把控也不准确，导致机械地演唱合唱作品。

1.2  教材使用不统一
高职院校的合唱课程大都存在教材使用不统一的情况，还

有的院校甚至没有固定的合唱教材。因此，很大程度上教师会
凭借自己的经验进行教学，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合唱歌
曲。这种情况虽然能够让教师根据学生的水平选择合唱曲，但
是缺乏一定的教学体系，每一学期演唱的合唱歌曲需要教师亲
自挑选，一来是给教师带来很大的教学困扰，二来是在选择歌
曲上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因此，高职院校合唱教材的统一与规
范、校本合唱教材的研发成为高职院校合唱课程发展的必由之
路。

1.3  注重演唱技巧，忽视素质教育
高职院校的合唱课程缺乏对音乐理论知识的讲解，教师在

教授歌曲时注重提升学生的演唱技巧，忽视对学生素质能力的
培养。在课程中教师很少向学生讲授歌曲的创作背景，学生对
歌曲曲式分析较少，导致只会机械地演唱合唱歌曲。由于高职
院校的学生音乐理论知识素养较差，对作品中出现的音乐记号
不熟悉，没有自主分析歌曲的能力，很难对作品产生情感共鸣。
因此，高职院校的学生无法真正具备一定的音乐素养，审美能
力及分析能力较差。

2、“课程思政”融入高职院校合唱课程的必要性

2.1  合唱课程本身具有立德树人的价值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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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课程作为音乐教育中的一门基础学科，是发挥美育教
育、立德树人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合唱课程的开设不仅能够
让学生提升审美能力及音乐综合素养，还能够增强学生的爱国
主义情怀，让学生热爱中华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念，增强学生的心理素质，培养学生的抗压能力，树立
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和集体主义精神。由此可见合唱课程本身
具有的德育属性相比其他课程，课程思政的融入更为容易。

2.2  合唱课程承担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与义务
合唱课程作为一门艺术实践课程，本身就有责任与义务承

担高职院校的美育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在以往高职院校的合
唱教学中，课堂上缺乏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引入。尤其在学习
一些中国传统歌曲时，学生无法深层次理解歌曲中展现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师也没有刻意突出歌曲中的思想政治元素，
导致学生缺乏一定的思想政治素养。课程思政理念的融入让高
职院校的合唱课程能够改变以往注重教授演唱技巧的教学模
式，让学生在合唱课程中潜移默化地感受德育教育。同时，课
程思政融入合唱课程能够帮助高职院校规范使用合唱教材，促
进校本教材的研发，在歌曲选择上更能符合课程思政理念，更
容易挖掘合唱歌曲中的思想政治元素。

3、合唱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学元素

合唱课作为近年来各大高校重视的课程，最主要原因是因
为它本身的课程性质所决定。合唱课程的开设有利于丰富校园
艺术文化，它既能帮助学生提升音乐素养，还能培养学生协同
合作的能力。因此，合唱课程本身就具备先天的课程思政优势。

从教学内容上来看，选择的合唱歌曲积极向上，本身就具
备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了解歌曲的创
作背景，深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厚植爱
国主义情怀，提升个人艺术文化修养，从心底里真正感受歌曲
情感。

从教学过程上来看，合唱歌曲的排练本身就是一种思政教
育，在教学过程中团队之间的配合，让学生在无意间便形成了
协同合作、甘于奉献的品格。尤其在演唱过程，只有各个环节
配合得当，合唱歌曲才能完美的展现，因此学生可以通过合唱
养成集体主义观念，懂得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从教学实践上来看，合唱队员每一次的演出对队员们都是
一种考验及心理素质的锤炼。通过合唱教学实践：一是培养学
生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性格，建立了学生的自信心，让学生养成
吃苦耐劳、甘于奉献、持之以恒的品格；二是培养了学生的爱
国情怀，通过演唱抗日战争时期的合唱歌曲，帮助学生了解了
合唱作品的历史背景，更深刻理解了歌曲的情感内涵；三是通
过合唱表演能够让学生形成良好的礼仪规范，帮助学生塑造完
美人格，提升学生的个人气质素养；四是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
能力和集体主义精神，让学生学会团结同学，学会担当，承担
起青年人应当肩负的责任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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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思政”融入高职院校合唱课程的举措

4.1  提高合唱教师的思想政治修养
教师自古以来就承担着教育学生的光荣使命。因此，“课

程思政”融入高职院校合唱课程的首要举措就是要提高合唱教
师的政治修养。要让合唱教师置身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下，
加强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提升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能力
及敏锐度，提高政治理论修养，真正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与合唱教学融会贯通，坚持以德育人，力争将思政教育理
念贯穿合唱教学的全过程。

4.2  以“课程思政”为切入点，选择教学内容
合唱课程中教学内容的风格类型广泛，可选择的教学资源

丰富。首先，在合唱教学中可以选择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救援
歌曲，抗日时期的合唱歌曲本身具备一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通过学习歌曲，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我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增强
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其次，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还可以加入
民歌、戏曲、小调等合唱歌曲，让学生了解不同民族的音乐特点，
热爱祖国的民族音乐文化。此外，还应当选择一些符合当代大
学生审美的流行歌曲，比如《菊花台》《寻找李慧珍》《卷珠帘》
等合唱歌曲，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的音乐
兴趣，还能树立起学生自强不息、为梦想打拼的精神。总之，
合唱教学内容的选择在符合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
要挖掘出歌曲中的思政教育元素，促进思想政治元素在合唱教
学中的融合。

5、“课程思政”融入高职院校合唱课程教学实践

高职院校合唱课程能否切实融入“课程思政”，归根结底
在于合唱教学中应当如何实践，因此，本文选取抗日战争时期
的爱国合唱歌曲《保卫黄河》，以课程思政角度设计《保卫黄河》
教学案例，确保在课程思政理念下实施合唱教学。

5.1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通过学习，学生可以掌握《保卫黄河》的创作

背景，了解歌曲的创作风格。
能力目标：通过学习，学生能够对合唱歌曲学会独立思考、

分析的能力。
素质目标：通过学习，培养学生对祖国的热爱，提升学生

的集体主义精神。
5.2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通过欣赏，学生能够了解作曲家的创作意图，

分析合唱作品的曲式结构。
教学难点：能够富有感情的演唱《保卫黄河》第一段齐唱

部分。
5.3  教学内容
5.3.1  课程引入
①播放抗日战争时期的视频片段，让学生了解抗日战争时

期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共同抗日的决心，引发学生的爱国主义
情怀，并且从心里学会善待社会，避免重蹈抗日战争时期的霸
权主义。（思政内容：热爱祖国、善待他人）

②教师提问学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哪些抗日的合唱曲，引
出课题《保卫黄河》。

5.3.2  歌曲背景介绍
《保卫黄河》是《黄河大合唱》的第七乐章，歌曲的词作

者是光未然，曲作者是冼星海。《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在创
作环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仅用六天时间就完成了八个乐章的
创作（在介绍背景时 PPT 展示冼星海在土窑里创作《黄河大合
唱》的场景图片和创作手稿）。（思政内容：学习冼星海坚持
不懈的精神，唤起学生心中学习的激情。）

5.3.3  感受歌曲
展示《保卫黄河》合唱谱，并播放合唱曲，分小组思考以

下两个问题
①歌曲中采用了什么样的演唱形式，意图是什么？
（思政内容：通过分析合唱的曲式结构，使学生了解作曲

家的创作意图，更深刻理解中华儿女团结一心的爱国情。）
②歌曲为什么采用快速地、类似进行曲风格？

5.3.4  学唱第一段齐唱部分
①讲解第一段歌曲中的重点节奏型：
X. X     X X X     X. X
②讲解乐谱中的音乐术语
③学唱第一段齐唱部分乐谱并讲解乐曲的强弱规律
④加入歌词进行演唱，在演唱时要有感情地将乐曲中表达

的爱国情怀铿锵有力的通过声音进行展现。（思政内容：培养
学生互相团结、共同协作的能力。）

5.3.5  知识拓展：观看钢琴曲《保卫黄河》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的教师在“课程思政”理念下进行合

唱教学时要充分利用合唱课程本身的思政优势，选择合适的合
唱教学内容，充分挖掘、利用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素，将思政
内容和合唱教学内容融入不突兀，让学生在提升合唱演唱技能
的基础上，还能从思想上提高政治素养，真正让“课程思政”
贯穿合唱教学的全过程，让合唱课程成为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
设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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