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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警察院校对音乐欣赏课程的教育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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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是培养和提高人的素质的根本问题。音乐欣赏课程是高校加强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

有着独特的功能和作用，是其他教育无法替代的。在警察院校开展和推广音乐欣赏是培育警院精神，铸就警营文化，强化

政治意识、树立爱国情怀，成就文化育人的重要途径。本文是以音乐欣赏课程在警察类院校重要性的角度，试论述音乐欣

赏课程对预备警察培养的意义和作用。 

警察院校；音乐欣赏；功能作用；提升途径

1、警察类院校开展音乐欣赏课程的功能作用

警察院校的学生作为警察队伍的预备力量，应在具备普通
大学生应具备素质的同时，还应具备成为一名合格人民警察的
基本素质。因此，提升警察院校学生素质教育无论是对学生的
个人成长，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
和深远意义。

1.1  有利于培养高素质人民警察。
政法机关担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
政治和社会责任。高素质人民警察的培养离不开从源头着手，
警察类院校人才培养模式中课程体系建设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
关键与核心。在绝大部分的警察院校中，基础理论课程在全部
课程体系中，所占比例较少，但此类课在对学生的精神培养中，
特别是提高民警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1.2  有利于培养警察院校学生的思想品德。
音乐作为一门聆听的艺术，对净化心灵、陶冶情操、传达

感情、培养思维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音乐欣赏课程是
通过传播优秀的音乐作品、训练学生自主鉴赏音乐的技能，通
过欣赏音乐，提高警察院校学生艺术修养、 培养学生高尚情操
与审美能力的一种教育活动。音乐欣赏的能力是文化艺术修养
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虽与其他文化形式有所不同，但它也是
源于生活，因此在讲授过程中让学生感受到生活体验与音乐欣
赏之间的微妙关系会更有利于学生的成长。 如《梁祝》、《黄
河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等 , 通过音乐中流畅奔放的旋律、
完整宏伟的节奏、质朴无华的情感、独具特色的风格，激发警
察院校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愫；通过对优秀传统民间音乐的欣赏，
加深警察院校学生对祖国悠久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了解，使
之感受到中华民族五千年丰厚的文化底蕴 , 激发民族自豪感，
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1.3  有利于提升警察院校学生审美情趣。
绝大多数学生都对说教式的思想政治课不感兴趣，但是音

乐欣赏课程能使警察院校学生在愉快中接受教育，通过正能量
的音乐使人振奋、使人愉悦，使人积极向上，从而对未来和生
活充满美好的憧憬，对警察院校学生乐观情绪的培养、坚定意
志力的形成和积极向上精神的树立，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和弘扬正能量，提高对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提高自身的审美情趣。

1.4  有利于激发院校警察学生的思维能力。
音乐教育与其他专业教育不同，重要的不是获得知识，更

是激发思维。在音乐欣赏课程中，无论演唱奏还是欣赏，都需
要集中精力、全神贯注。从音响感知到情感体验再到想象和联
想最终到理性认识。经常性进行音乐欣赏课程的学习，会使学
生的头脑灵活起来，想像力丰富，从而锻炼警察院校学生的形
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为今后从事政法工作打好的基础。

1.5  有利于拓宽警察院校学生的知识领域。
警察要和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更要涉猎各类知识。

在音乐欣赏课程中，警察院校学生会接触到很多音乐作品，在
这些音乐作品中，渗透了文学、历史、地理等知识，也涉及到
经济、政治、风土人情、自然常识等各个方面，有利于警察院
校学生增长知识、开阔视野。 

1.6  有利于塑造警察院校警营文化。
警察类院校文化除具有与其他类高校共性的文化外，还具

有独特的政治文化、管理文化和荣誉文化等内容。在警察院校，
不仅要有“一二一”的坚定的步伐，也有“叨来咪”的优美旋律，
因为音乐是表现凝聚力的声音，已成为塑造警察院校的形象的
名片，提高文化层次的竞争力。警营文化建设具有鲜明的警察
职业特色 , 是带有“警营风格”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工作
理念和文化环境等的综合体现。音乐欣赏课程对于实施民警素
质教育、提高民警审美品位、丰富警营校园文化生活发挥至关
重要的作用。 

1.7  有利于舒缓警察院校学生心理压力。
警察院校学生，除和其他大学生一样学习各类理论和专业，

还需进行大量的体能训练和警务实战训练，身体和心理压力都
很大。优美的旋律、轻快的节奏、丰富的和声可以使疲倦的身
心得到恢复，精神获得平衡，情感得到调节与宣泄，不平衡的
心理趋于平衡等。

2、警察院校目前开设音乐课程的现状

2.1  音乐课程没有列入警察院校人才培训方案课程设
置中

目前，警察类院校在课程体系的设置还是以传统教育观念
和教育模式为主导地位。我国 90% 的警察院校不开设音乐课程，
甚至没有将音乐欣赏课程列为选修课程，认为音乐欣赏对学生
的专业和训练提升并未起到任何作用，愿意每天把课余时间全
部用来训练，也不愿意每周花一两个课时用音乐来调节情绪和
心理。音乐欣赏课程全然被弃之，偶尔有音乐欣赏课的，有的
音乐教师也将音乐欣赏课程当成了单纯的音乐教程课，课堂上
也就播放一些歌曲供学生们听，并未深入对歌曲进行情感分析，
音乐欣赏课程也就变成了形式上的课程。音乐欣赏课程处于了
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老师和学校对课程的认识都不到位，也
导致学生缺乏主动性，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2.2  音乐教学课程混乱，条理不清 
职业教育的音乐欣赏与音乐专业的教育不同，前者的专业

设置在于陶冶学生情操，提高他们对生活的体验感，提升精神
层面的境界，而专业的音乐教育目的在于丰富学生的音乐技巧。
因而，音乐专业类院校毕业的老师在教授音乐课程时难免偏离
职业教育的目的，教学相对比较混乱，缺少对学生精神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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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2.3  音乐课程教学方式千篇一律 
绝大部分警察类院校音乐欣赏的课程的设置往往十分单

一，老师在授课时通常只是给学生介绍歌曲的创作背景，作者
经历等，有些甚至是机械性的讲给学生听，而在警察院校严格
的纪律下，学生也都选择死记硬背。在进行音乐欣赏的时候，
老师也是简简单单的选择一些作品，随机询问学生听后的感受，
之后再无其他互动。这样的教授式不仅没有使学生在精神上得
到提升，反而会对该课程失去信心。

2.4  音乐教师团队专注度不高
在这里，笔者并不是说承担该课程音乐教师的专业能力不

高，而是由于对音乐欣赏课程重视度不够，使得很多音乐老师
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团学工作和学院其他管理工作去。音乐教师
对待音乐欣赏课程的教学工作往往精力有限，无法全身心的投
入进去，这样便会使得音乐教学团队素质整体下降，影响到学
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

3、提升音乐欣赏课程的途径

美国警察学专家 William.Kroes 指出，警察的个人心理压
力会严重的影响到警察的个人身体、个性、家庭关系和工作开
展情况，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社会转轨以及在公安体质改革过
程中，民警面对公安改革的压力，会产生焦虑和恐惧心理，容
易导致各种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

3.1  调整课程设置
首先我们要重新认清音乐欣赏课程对警察职业的重要性，

优秀的音乐欣赏课可以帮助学生有效释放负面情绪，警察类院
校学生不同于其他高校，警务化管理使得学生长时间的处于服

从状态，而音乐可以帮助他们释放和控制自身的不良情绪，让
学生对自己的学习与生活产生一种目的感；音乐能放大他们的
正面情绪，通过对音乐本身审美和所传递出的情感进行体验，
使内心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职业院校的音乐欣赏课程虽然是
一门艺术类课程，但是不同于专业音乐学院的教学目的，课程
设置应当将目标定位在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陶冶情操，最主
要的是要教授学生如何通过音乐情感学会感知、理解甚至运用。 

3.2  革新教学方法 
很多高校的音乐欣赏课程依旧使用传统的授课方式，授课

时通常只是给学生介绍歌曲的创作背景，作者经历等，有些甚
至是机械性的讲给学生听，之后就是教唱歌曲，最后让学生说
歌曲表达的内涵，教学手段也比较单一。笔者认为改革的主线
应当以学生为主，加强课堂的互动，甚至改变传统授课模式转
而向情景式教学等个性教学模式。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 
自行感受音乐所表达出的情感，通过互动式的教学能够更好的
增强学生对音乐赏析的兴趣，从而提升精神境界。

3.3  建设高素质教师团队
提高音乐教师的综合素质，加强对音乐教师的培养和建设，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生和音乐教育本身都对音乐教师
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音乐教师的责任不是一味的讲授专
业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在音乐教学过程中不断开发，培养学生
的思维创造力，因而想要上好这门课程，任课教师的素质必须
要提高。想要提升警察类院校音乐欣赏课程的水平，院校也要
转变思路，将音乐欣赏纳入到必修课程当中去， 将音乐欣赏教
学看作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学校重视对
音乐教学，才能制定出好的人才培养方案。其次，学校应当将
现有的音乐教师团队进行资源整合，形成教学团队，转变教学
方式，让老师重视对学生的音乐教。通过学校和老师双方的努
力，相信这样的团队与课程建设会越来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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