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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地区高职院校音乐课程中红色文化资源的
整合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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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湘西地处湖南西部，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这资源不但是中国革命历史的关键构成，还是当地学校音

乐教育中的课程材料。本文以湘西地区高职院校为例，将红色文化资源整合及应用在音乐课程中，从课程设计、教学实践

以及学生发展等方面，剖析了其对增强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文化素养还有音乐能力所起到的积极效用，同时提出了有关的

教学策略和实践方面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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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西，地处湖南省西部，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有着丰

富多样的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主要涵盖了历史遗

迹、革命纪念馆、红色故事以及革命精神等，这些都是承

载着湘西地区于中国革命历史里的重大贡献与精神财富。

然而，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要怎样

在现代高职院校教育体系里更好地传承并弘扬，变成了一

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高职院校，是职业教育的重要之地，承担着培育技能

型和应用型人才的重大责任。音乐课程在高职院校的人文

素质教育中是重要的一部分，它既能帮学生提高艺术修养

与审美水平，还能凭借音乐那独特的魅力去传播和传承文

化。但是，在当下湘西地区高职院校的音乐课程里，红色

文化资源的运用与整合尚不足。将湘西地区丰富的红色

文化资源，有机地融入并整合进当地高职院校的音乐课程

里，这不光能让教学内容更丰富，让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与

爱国情怀得到提高，还能将音乐课程与思政相结合，使学

生能更好地理解和传承红色精神。因此，本文将探讨如何

把湘西的红色文化资源有效地整合进当地高职院校的音乐

课程里，以此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1  湘西红色文化资源简述

1.1 有关湘西红色文化的历史渊源

湘西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大多出自土地革命、抗日战

争以及解放战争的那段时期。闻名遐迩的湘西会战、贺龙

主导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之建设，还有众多红军烈士的

壮烈事迹等，共同组成了湘西红色文化的关键内容。这些

文化资源，既有革命事迹与历史遗迹，也有不少红色歌

曲、民间故事以及戏剧形式，从而构成了独特的红色文化

传统。

因此，湘西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大体可分为物质文化资源

与非物质文化资源这两个类别。其中，物质文化资源主要

涵盖了革命遗址、革命文物以及纪念馆等，非物质文化方

面的资源涵盖了红色故事、革命精神以及红色歌曲等。

1.2 红色文化资源在音乐课程中的价值

红色音乐作品是生动的历史教材，红色音乐是红色文

化的重要载体，它记录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承载着民

族精神和时代记忆。湘西的红色文化里有着众多富有历史

意义与艺术价值的红色音乐作品，像红色歌谣、革命歌曲

等。这些音乐作品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实际与人民的斗争

气魄，又蕴含着湘西当地浓郁的民族文化内涵。因此，不

管是老一辈的怀旧情怀，还是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摸索与敬

重，在红色音乐里都能寻到共鸣之处，从而使得民族认同

感和归属感得以增强。

对湘西红色音乐资源展开研究并加以运用，能让其变为

高职院校音乐课程里的关键内容，给音乐教学给予丰富的

素材支持。也想尝试通过音乐教育，能使学生在歌曲的旋

律里体会红色歌曲风格和创作方法的同时，也能从歌曲创

作背景和歌词内容体验革命先烈的英勇无畏与爱国情怀。

进而唤起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以促成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之养成。

2  关于湘西地区高职院校音乐课程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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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高职院校音乐课程设置特点

就目前而言，湘西地区高职院校的音乐课程，不单重视

音乐理论知识的讲授以及音乐技能的训练，还关注这些知

识和技能于职业范畴中的运用。跟本科院校的音乐教育对

比，高职院校的音乐课程内容更加注重实用性，另外，高

职院校的音乐课程也着重凸显音乐教育在德育和美育方面

的功能。借助音乐，学生能领略到音乐本身的魅力与力量

同时，还能唤起心底的美好情感及道德情怀。不过，因为

教学资源有限，加上课程设置老套，当下高职院校的音乐

课程内容较单一，没能更好地与地方文化，特别是当地红

色文化资源结合起来。

2.2 音乐课程中红色文化教育存在不足

因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还有师资力量不够等状况，在高

职院校的音乐课程里，红色文化教育常常被忽略或者被弱

化。这不但影响到学生的全方位发展，也并没有将当地红

色文化进行更好地传承与弘扬。

红色文化教育的缺位，易致使学生于思想认知方面产生

偏差。音乐课程本应是培育学生艺术素养与人文情怀的关

键路径，可在课程内容规划方面，高职院校却偏重于技术

性和市场导向，把红色文化内涵的传递给疏忽了。这使得

学生在音乐学习里，大多接触的是流行音乐或者西方音乐

作品，可对红色音乐作品却缺少系统的学习与理解，因此

难以深刻领悟红色文化所包含的精神力量跟历史意义。这

就致使一部分学生在音乐学习中，对民族文化及革命历史

的了解较为欠缺，难以在音乐表现中很好地彰显出文化自

信与爱国主义精神。

3  湘西红色文化资源在音乐课程里的整合

3.1 课程内容的充实及拓展

根据目前湘西地区高职院校音乐教育实际情况，将当

地红色文化资源引入音乐课程中，能够让高职院校音乐课

程的内容丰富，还能更好地将思政与音乐课程相结合。红

色音乐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造就的音乐成果，有着格外鲜明

的时代特性与情感抒发。选择那些有着深厚红色文化底蕴

的音乐作品，它们更能体现湘西地区的革命过往和英雄人

物，传递革命精神、集体主义还有爱国主义等思想。比如

在音乐欣赏课程的教学里，老师挑了湘西红色民歌《门口

挂灯盏》当作欣赏曲目，教师对这些作品的歌词、旋律及

背景故事加以分析，带着学生深度领会其中含有的思政教

育价值。一边分析歌曲的演唱技法与情感表露，一边讲歌

曲创作的历史背景和革命含义，让学生体会到了革命先烈

的精神样貌，更懂红色文化的内涵。

3.2 加强课程里的思政教育

把湘西的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当地高职院校音乐课程，关

键的教学价值在于思政教育的渗透。在课程设计中，把湘

西红色文化资源整合的教育目标放在首位，就是要借音乐

课程来传递红色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革命精神，让学生的

思想政治觉悟得到增强。因此，教育目标中需得考虑要涵

盖的文化认知、价值引导还有情感共鸣等内容，这样才能

保证思政教育渗透具备系统性跟有效性。

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要适度且自然地把思政理论融合

进来进行阐释。比如说，能借讲述湘西红色音乐作品创作

背景里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融入进去。这种结合不光能让学生对

音乐作品的理解加深，还能使他们从里头获取思想政治教

育的养分。以引导学生剖析歌曲里的革命精神、探讨歌曲

背后的社会意义，从而也能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与批判性

思维之能力。同时，也更好地引导了学生确立正确的价值

观，培育他们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为成为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打下牢固根基。

3.3 主动推进实践活动的开展

强化理论教育属于一个方面，然而更关键的是要与实

践相融合。基于湘西的红色文化资源，组织学生前往革命

遗址、纪念馆等地，使用实地考察、现场教学等形式，让

学生亲身感受革命历史的那种厚重。在校组织学生开展红

色歌曲的学唱与表演等活动，使学生于实践中体悟音乐魅

力，切实增进学生的文化认同及爱国情怀。如此一来，就

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历史使命感，让他们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得以加深。

4  有关湘西红色文化资源运用的教学策略

4.1 以学生为中心

在音乐课程中融入湘西红色文化资源的教学策略里，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可以更有效地勾起学生的学习兴

趣，增强其自主学习的能力，并且还能把思政教育的目标

实现得更好。比如，设定以湘西红色历史人物或者事件作

为主题的音乐创作项目，让学生能自主选择研究对象，做

深度的资料收集与分析，接着对有关的音乐作品进行二次

创作或者谋划音乐情景剧的演出等。

4.2 体验互动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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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互动式的课堂活动，能使学生在实际体验里学习和

理解红色文化。例如，令学生扮演湘西革命时的历史人物，

展开角色对话并进行情境演绎，借由体验不同角色的经历与

感受，来增进对红色文化的理解。

体验互动式课堂，能让学生积极投入，也能催发他们的

创意与表达之能。教师能及时组织学生去参观湘西的革命遗

址与纪念馆，积极邀请红色文化专家来学校讲革命故事，从

而使学生在不断实践中增进对红色文化的理解。

4.3 多媒体及信息技术的运用

凭借多媒体与信息技术能够让红色文化资源的教学手段

变得更加丰富。教师能够打造相关的音乐教学视频、音频材

料以及虚拟参观体验，使学生借由多种感官来学习红色文

化。此外，通过在线平台，把红色文化主题的音乐课程开展

起来，让教育的影响力逐渐变大。

5  高职院校音乐课程中湘西红色文化资源的应用成效

5.1 音乐教育内容丰富，学生的学习兴趣浓厚

湘西的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音乐课程，增添了丰富的教育

内容。红色音乐作品的研习，拓展了音乐课程的范畴，从而

增多了课程中多样化的音乐风格与创作背景。学生在理论与

实践中，不光能够掌控各类音乐技巧，还能掌握红色音乐作

品的文化背景与情感表达，进而提升了音乐综合素养。

将湘西的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音乐课程中，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在教学中设计富有挑战且具创意的任

务，如音乐创作、情景演出等，能让学生主动投身于学习进

程当中。这种互动性跟实践性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动机，让学

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有了成就感和乐趣。

5.2 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培养文化认同感

在湘西红色文化资源与音乐课程相融合时，教师不光留

意技能训练，还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渗入。学生不光音乐技

能有所提高，音乐创作和表现的综合能力都得到了提升。把

红色文化引入音乐课程，学生对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和伟大精

神有了更深领悟，思想受到启发，情感得到了提升。凭借对

湘西红色文化资源里音乐作品的学习与演绎，学生能够更深

入知晓湘西地区的过往和红色文化。这种了解，不光让学生

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变强了，也使他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

更加深刻领略到革命先辈的英雄气魄和奋斗精神，由此对中

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历史有了更为深切的认知。

5.3 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发展，深化思政与专业教育的

融合

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及应用，给高职院校音乐课程教学

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凭借多样的教学策略还有丰富

资源的使用，使教学过程变得更有趣更生动，学生的参与程

度和学习成效大幅提升，教学的模式也从传统的传授知识变

成以学生为主的多维度学习。

湘西的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音乐课程，也推动了高职院校

思政教育跟音乐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让学生

学到音乐技能，还助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化，红色音乐

作品里藏着的革命精神、爱国主义还有集体主义等思想，借

由音乐的形式呈现，从而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增强国家

和社会的责任感。

6  结语

湘西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当地高职院校音乐课程中，不但

能传承和弘扬当地红色文化，更是对学生全面发展起着重要

推动作用。将湘西红色文化融入音乐课程，能切实增强学生

的文化认同感、思想政治觉悟还有艺术素养。除此，湘西红

色文化资源的整合也给音乐课程增添了丰厚的历史与文化底

蕴，让学生学音乐技能的时候，能深切领会并感受革命精神

和民族历史，对学生思想道德的构建以及文化素养的提高，

有着极为深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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