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6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期在教育改革过程中，要促进

课程思政理念的践行，在学科教学中要有意识地探索思政教育的

渗透，从而对学生实施完善的思想道德引导。并且在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指引下，新时期在对高校音乐课程教学活动进行改革

的过程中，也提出应该在开发音乐教学活动的同时，有意识地

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践行和培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精神引领促进音乐课程教学活动的全面创新，从而搭建更

加完善系统的音乐教育平台，对学生作出积极的引导，使学生

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步在音乐教育实践中将学生培

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

是能够反映新时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下公民思想政治素质的

基本观念，主要涉及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法制、公

正、平等、自由、敬业、友善、诚信、爱国等方面的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能对学生的学习成长作出积极的引导，

有助于促进学生教育教学工作的全面创新。在新时代高校开展青

年人才培养工作的过程中，在全面推进学科教学优化开展的基础

上，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能

引导青年学生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促进学生思想认识

能力、价值引导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助力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

贯彻落实，从而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真正将学生培养成为

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同时，新时代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也提出应该主动推进先进教育方针的践行，在高校大学生培养

工作中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和培育，保障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下对学生

的综合素质加以培养，真正借助学科教学活动的组织实施将学生

培养成为有理想、有担当、有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能在未来为

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1]。

2　音乐课程教学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新时代背景下，在推动高校音乐课程教学改革的过程中，

有意识地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践行和培育，能为学校

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助于助推人

才培养工作的全面创新，从而优化教学组织活动的综合效果。具

体来说，在高校音乐课程教学实践中，加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有效渗透，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2.1有助于优化思想宣传，发挥典型人物引领作用

在高校音乐教学实践中，重点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

透和开发，教师不仅能促进音乐教学活动的改进和创新，还能借

助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组织实施，在音乐课堂教学活动中形成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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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宣传和引导工作效果，使广大青年学生群体在学习音乐的

过程中能认识榜样、尊重榜样，能在榜样的示范引领下主动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学习和践行，能自觉规范和约束个人行为，

实现身心健康发展的目标[2]。

2.2 有助于开发思想实践，激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在高校音乐课程教学实践中，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

行，在学校教育领域教师不仅能引导学生对音乐知识进行学习和

探索，还能开发实践教育活动，在实践教育中实现对学生社会

责任感的激活，使学生在学习音乐知识的过程中能对自身未来发

展方向、个人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等形成准确的定位，从而优

化教育效果，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身心健康成长助力，有效促

进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全面创新，真正让学生在学习和实践中陶

冶艺术情操，促进学生思想的熏陶和心灵的净化，最终实现自

我的升华[3]。

2.3有助于引导互动交流，强化大学生文明素质

在音乐课程教学中教师积极探索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渗透，对

学生作出积极的教育指导，在教学活动中，音乐教师能基于德育

要求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全方位了解学生的学习心态和思想状

态，有针对性地按照学生的基本情况制定教育教学方案，形成互

动教学空间，指引学生学习和成长。同时在促进学生和教师有效

互动的基础上，借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实施，能发

挥先进思想导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明观念，在教育实践中

助推学生思想道德认知力的全面提升，切实为高校大学生的全面

发展奠定基础[4]。

3　新时代高校音乐课程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

策略

在新时代背景下全面推动高校音乐课程教学改革创新的过程

中，要想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理化渗透，发挥价值

观引导作用对音乐教育进行系统的创新，对学生做出合理化的教

学引导，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就应该结合音乐教学内容探索有效渗

透价值观教育的策略，真正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作用，

为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作出积极的引导[5]。

3.1挖掘音乐题材内容，形成价值引导作用

在高校音乐教学中，音乐教师应该明确认识到音乐教学与思

想道德教育的联系相对较为紧密，在音乐作品中，本身蕴含着一

定的价值引导思想，教师在教学中对音乐作品和音乐题材进行挖

掘，发挥音乐作品价值导向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和引导

教育，能优化教育效果，促进大学生群体正确架子观念的树立，也

能使学生在优秀作品的熏陶下追求人类社会的主流价值理念，从

而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鉴于此，高校音乐课程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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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师要注意有意识的结合价值引导的要求，对音乐作品题材

进行筛选，选择优秀的音乐作品开展教学活动，对学生实施有

效的教育指导，确保能对音乐价值导向作用进行全面优化，增

强价值引领综合效果[6]。

例如在音乐教学中，教师可以尽量筛选能契合时代主流价值

观取向的音乐作品，并促进学生在学习音乐知识的过程中，能

自觉向主流价值观念靠拢，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强化学生的

社会责任意识和民族自豪意识，强化学生文化自信，有效借助

音乐教育的组织实施帮助学生塑造完善人格。如结合社会主义新

时代青年教育主题思想和人格教育的需求，高校音乐教师可以将

“中国梦”思想作为切入点对音乐教育的题材进行筛选，一方

面可以组织学生聆听和欣赏“中国梦主题创新歌曲演唱会”中

的音乐曲目，能借助歌曲的赏析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之情、对民族复兴的殷切盼望等形成深刻的认识，

有效促进学生民族自豪感的提升。在具体筛选不同歌曲曲目的过

程中，可以将《时间都去哪儿了》《天耀中华》《共筑中国

梦》《我与我的祖国》作为切入点，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践行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可以组织学生对特定主题思想的歌

曲进行学习，如在疫情防控背景下，组织学生对《少年》歌

曲进行学习，体会青年学生在疫情防控背景下的社会责任和历史

使命，促进学生正确社会价值观的树立。如此就能通过对音乐

题材内容进行充分的挖掘，形成良好的价值导向作用，使音乐

课程教学能充分发挥育人、育德的双重功用，优化创新高校教

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的综合效果。

3.2 音乐作品演唱教学，形成情感体验作用

在音乐教育实践中，要想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得到

有效的贯彻落实，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有意识的从音乐演唱情感

体验的角度对教学活动进行分析，让学生在演唱学习中体验音乐

情感，激发学生的价值认同，从而促进学生在体会不通情感状

态的基础上，激活自我教育能力，促进学生加深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理解，从而帮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念。因此高校音乐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可以重

点对演唱教育进行开发，促使学生能逐步形成情感体验的作用，

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有效的践行，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念作出积极的引导。

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对民族歌剧《沂蒙山》进行学习演

唱，在演唱中感受歌剧所勾勒出的情感波澜和深厚历史底蕴，

能对军民水乳交融的状态和生死与共的情感产生深刻的理解，从

而在思想教育和价值引导的作用下提高核心价值观渗透教育的综

合效果，保障高校大学生的思想认知水平得到逐步的提升。在

具体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一方面组织学生对民族歌剧《沂蒙

山》进行学习演唱，体会其中蕴含的情感；另一方面从沂蒙精

神入手，组织学生在学习歌曲演唱的过程中对沂蒙六姐妹、沂

蒙红嫂、沂蒙母亲等故事进行系统的探究，能对沂蒙革命精神

产生深入的理解，并在演唱中将自己对革命精神的情感有效的传

达出来。如此就能在高校音乐教学中借助演唱教育实现对学生积

极情感的有效诱导，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践行创造良好

的条件，确保学生的爱国情感能得到充分的激活，未将学生培

养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奠定基础。

3.3 创新音乐评价引导，形成评价导向作用

在高校音乐教学组织活动中，音乐教师为了能促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得到良好的渗透，促进教学活动的全面改进和创新，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对教学评价活动进行改革创新，

形成评价引导方面的作用，在评价中促进价值教育的落实，有

效促使学生逐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和价值观念，引导学生实现

全面发展的目标。在实际开展音乐课程教学评价的过程中，高

校音乐教师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合

理化渗透，为学生对音乐知识的系统学习做出积极的引导。

首先，借助教育评价激励对学生作出积极的引导，使学生

能在学习音乐知识的过程中正确的认识自己和看待自己，有效提

升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帮助学生解决思想障碍。以《我爱你

中华》教学为例，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鼓励学生对歌词内容进行

学习和解析，并在讨论中探索歌词所表达的情感。在教学实践

中，教师根据学生的表现制定评价方案，对学生实施有效的评

价引导，能激活学生的自信心，有效促进学生积极价值观念的

形成，从而优化评价引导工作的综合效果。

其次，要对学生实施发展性评价，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

角度对评价方案进行设计和优化，使教学评价活动的开展能帮助

学生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可以克服困难和心理障碍，主动对音

乐知识内容进行学习。如《春天的故事》音乐教学为例，教

师在教学评价中注意结合音乐内容和主题思想对学生作出积极引

导性评价，促使学生能主动结合音乐评价反思自身行为，发现

自己的不足，并在歌曲思想情感的激励下探索合适的成长方向，

能最大限度的提高课程教学效果，使音乐教育实践中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得到合理化的。

如此就能更好的形成音乐评价引导的作用，助力音乐教学活

动全面改革创新，使高校音乐课程教学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

透教育得到科学化的实施。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对高校音乐课程教学全面改革的过程中，正

确认识音乐教学中德育工作的重要性，基于课程思政理念的指导

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践行和渗透，激活学生自觉学习

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能发挥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引

领作用，丰富音乐课程教学的内涵，从而显著提高音乐课程教

学活动的综合效果。因此新时期在对高校音乐教育进行全面改革

的过程中，要注意重点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进行分

析，探索有效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措施，对学生作出积极有

效的教育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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