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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重点培养职业院校中的学生为应用型技术人才，一直是

以专业课程为主，但其综合素质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关系

到职校毕业生未来的职业选择和道路。优秀的校园文化，直接

影响着学生的社会经验以及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同时对学校的

知名度和校园形象也有很大的影响力。音乐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情

商，也可以提升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因为音乐是校园社团文化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重点讲述了音乐教育对于校园文化的

推动作用和它所在校园中彰显出来的种种问题，并提出了一定的

解决策略和方法。

1  音乐教育在职校文化建设中的意义与作用

1.1音乐教育具有积极引导作用

学校开展各种的教学活动和娱乐活动，其实是可以引导和营

造整个学校的教学环境和氛围。好的音乐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而且音乐优雅的旋律和协调可以提高人们对美的欣赏以及对美的

感知，也可以让人们忧郁的心情变得更加愉悦，容易和人的内

心引发共鸣，并且音乐所蕴含的正能量，能够引导学生有一个

正确的价值观。学生可以通过音乐去领会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去引导学生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和现实社会，让人们保

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而且对思想道德观念，也具有一定的

正确引导作用。

1.2音乐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

多种形式的音乐表现，比如:“合唱”，“合奏”，“单

唱”，“交响乐”等多种表演方式。不是只有单一的个体来表

演，也可以拥有一个团队合唱，在合唱中每个人的分工是不一

样的，所以配合也是很重要的。无论是“红花”还是“绿

叶”，在团队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在音乐教

学中，要让学生们有一个集体意识。团队协作中让每个人都发

挥自己的特长，每一个学生都有展现自己的能力的机会，让他们

有一定的参与感和激发他们的兴趣，更能够提升他们的团体协作

能力。

1.3音乐教育可以提升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

音乐可以激励人心，老师可以通过一些积极向上的音乐来激

励学生的信心。例如:《相信未来》，《追梦赤子心》等音乐，来提

升学生的信心和积极向上的能力，也可以培养学生坚毅的，吃苦

耐劳的性格，通过音乐来自我暗示，鼓励，一步步提升自己的心

理承受能力。

1.4音乐教育能够培养人的创新精神

音乐需要人有很高的想象力和创新力，所以音乐也可以培养

一个人的情商和创新能力。音乐艺术在教学活动中，是有一定的

多样性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因为音乐的特性就是创新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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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发挥。所以开发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开展不同的多样

性的教学课堂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评价一个音乐是否成功的重要

因素，就是它的科学性以及科学实践性，所以作为一个教育工

作者能否激发一个学生的创造能力，以及他们对音乐的兴趣，

就一定要看学生的创新精神，以及如何挖掘学生的潜在能力。

2  音乐教育在职业院校中所面临的不足

2.1不够重视音乐文化教育

国家重视教育，部分高职院校开始扩大招生和教学规模，

一味的扩大招生就对其他方面关注度不够，尤其是对课外艺术培

养不足，例如:“音乐艺术文化”，“美术艺术文化”等。不

够重视，投资的资源也就比较少，所以直接影响的音乐文化艺

术建设一直就是比较低迷的状态，一直难以发展起来。

2.2学生音乐素质普遍偏低

因为我国教育一直以应试教育为主，很多的学生是没有接触

过专业的音乐教育的，只在平时上课中，零零散散的接触过几

节课。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学生对音乐文化是基本不了解的，

对音乐教育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能够会乐器，学过基本声乐

的学生是基本没有的，平时接触最多的音乐也只是网络上，电

视上的电视节目，所以职校中的学生音乐艺术素养平均水平都是

偏低的。

2.3校园文化开展不合理

目前职校所举办的活动，多以社团活动为主，专业的活动

规模不大。活动数量虽多，但质量普遍不高，都是受客观条件

所影响，多数都是迎合社会和校领导所举办的。都是为举办活

动而举办活动，不以学生为主，学生的整体参与度也不够，所

以学生是没有激情和兴趣参与到其中的，甚至参与活动也都是

两极化趋势发展的，学生会的学生过度参与，甚至会耽误一定

的专业课学习，普通学生没有兴趣参与，参与度很低。甚至会出

现强制让学生参与的情况，导致学生对音乐文化无法产生好感，

影响学生的积极性。

2.4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水平有待提高

传统教育比较重视文化课，对于一些课外课堂不太重视，例

如:“音乐课”，“美术课”，“体育课”等，课堂资源也比较不足，没

有一个良好的教学工具，更没有配套的专业教室、活动中心、相

应乐器等；相关专业的老师也不够专业，甚至有很多老师都是跨

专业教学的，这也是目前职校中音乐文化教育难以发展的原因。

3  职业院校中推动音乐文化教育的策略

3.1通过提升音乐教育的认知，让音乐教育更受重视与关注

社会对于音乐文化教育是越来越重视，孩子们也从小开始学

习音乐艺术，作为职业院校也要更加的重视这一方面，加强对音

乐文化的培养，促进校园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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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领导到老师也要改变观念，提升对音乐教育的认知，

明白音乐文化的重要性，并且音乐文化所能够给学校带来的影响

力和帮助。音乐文化可以提升学校的校园文化和竞争力，影响

力，以及能够积极推动学校品牌建设。职校发展和音乐文化发

展有一定的相辅相成的作用，这是学校和老师所要明白的。音

乐文化能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提高学生的人格魅力，学生也应

该意识到音乐文化的重要性。

3.2课程内容增加，改善课堂教学质量，提升学生音乐素养

音乐课堂学校也要进行教学改革，多种方式共同发展，要

将西方音乐和古典民乐相结合，要将乐器与声乐相结合。让学

生在丰富的音乐课堂中提升自己的音乐综合素养，提高对音乐文

化的认知。对于教学形式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方法，比如利

用多媒体技术，让学生图，形，声结合的形式下，去进行发

展和进步，让学生更直观的接受到信息。

3.3合理开展校园音乐艺术活动

学生每个人性格是不一样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要因

人而异，发现每个学生的优点和水平，并且通过多种不同的方

式，比如:“社团活动”，“学生会”等不同的方式来激发学

生对于音乐文化的兴趣。而在开设这些活动的同时也要了解学生

的意见，征求他们所感兴趣的地方，从兴趣入手，在开展不同

的音乐活动，做学生真正有兴趣的活动，而不在是为活动而活

动，而是为学生而活动。同时职校在举办活动的同时也要注意

质量，却不是数量。鼓励学生走出自己的“围城”，勇敢的

参与这些活动，提高职校学生的参与度。但也不能强制性违背

学生意愿让学生去参与这些活动，这样会严重打击到学生的积极

性和对音乐艺术的兴趣。在职业院校中，可以多开设音乐类社

团、话剧社、歌剧社、乐器社等，学校也可以多举办一些音

乐会和音乐赏析类讲座等。多种形式的音乐艺术类活动。学校

也可以通过多方资源，给学生提供一些校外表演机会，这样可

以提高学生的一个经济收入，更能够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

3.4提高老师专业水平和音乐教育的硬件设施

教师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水平，所以教师团队

也要提升自己的水平，终身学习，积极参与到自身素质教育的

培养中，教师只有拥有正确的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加

强建设自身的综合水平，学生的水平才能提升，因为老师的专

业水平综合素质教育对学生的音乐文化教育起到直接的影响。学

校对老师的要求也要逐步提高，设置一系列的奖惩制度和考核制

度，定期对老师进行培训和考核，也可以建立学生考核制度，

从学生和院校多方面去考核老师的能力和水平。做到客观真实的

对老师进行评价，更要在这个条件下，让老师能力得到提升。

学校也要加大对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给学生提供多种乐

器，提供更多的硬件资源，用来让学生参与到校园音乐活动

中，提供更加专业的场所，例如:“声乐室”，“舞蹈室”等，

这样学生就有了一个更加良好，完善的教学场所，也拥有了一

个专业的音乐艺术环境。现在社会音乐活动越来越受到重视，

但也只是以娱乐为主，作为职校更应该将音乐教育和素质教育相

结合，将音乐的教育功能展现出来，不是只局限在娱乐方面，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和职校的教学综合素养。

4  结语

职业院校受国家所重视，一直也是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中

坚力量，但国家也不在是只培养死读书的教育人才，而是开始

培养全方位发展的综合素质人才。音乐艺术培养也在校园文化中

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选项，也是大众所最容易接受的一个选择。

所以各大职业院校也要重视音乐艺术素质教育的培养，以理论为

基础结合实践去进行改进和发展。让职校培养的学生能够成为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多元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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