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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中德育内容体系的划分依据与建立
本文的研究对象有两个，一是教育部在2012与2013所审定

的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教材·音乐》（一年级—六年
级），共12册；二是教育部所编并在1935年被中华书局出版的《小
学音乐教材初集》（低年级年级之部—高年级年级之部），共三册。
下文将对这两个重要研究对象德育体系的制定进行交代。

1.1教材中德育内容的划分依据
（1 ）人音版：德育内容的划分依据
笔者认为，人音版教材德育内容的划分指标的重要依据是教

育部颁发《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的“情感态度价
值观”。“情感态度价值观”作为重要依据的原因是，该教材中的
所有曲目有歌曲、器乐曲等不同体裁。然而音乐属于艺术，作为
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必然属于作者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从这一点出发，所有音乐都可以被挖掘出起隐藏的德育内容。

（2 ）民国版：德育内容的划分依据
本研究的民国版教材中，教育部把所有曲目（皆为歌曲）

划分为九种类别，分别是：“德性训练”、“家庭生活”、“社会职业”、
“其他”、“游戏动作”、“季节及仪式”、“自然物”、“自然现象”、“风
景”。这一分类则是该教材德育内容的重要依据。

其中“德性训练”这一类别与本研究的德育内容文意相
近，但其中的内容与本研究的德育内容划分的范围有所不同。本
研究的德育内容包括教材中的所有曲目，并非教材中“德行训练”
仅有的曲目。

1.2两版教材德育内容体系的建立
由于两版教材有各自德育内容划分依据、各自具有独特的时

代性与历史性，因此需要统一德育内容划分的指标体系。笔者选
择以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常用的教育作为德育内容的维度。

因人音版教材没有明确每一首曲目的德育内容划分，下面将
使用民国版低年级之部 (第一二年级)“德性训练”的五首曲目进
行举例。五首曲目的德育内容德育内容可被划分为：《国歌》其中
歌词“三民主义”涉及到政治的意识形态因此划分至“爱国主义
教育——政治认同”；《国旗》由于“国与家：有国才有家”的理
念划分至“爱国主义教育——国家意识”；《一堆草》歌词中强调
人类、植物（草）与牛羊在生存中的关系，因此划分至“生态文
明教育——人与环境”；《睡得早》与《起身早》两首歌曲都围绕
日常生活中的良好作息为题材，因此划分至“其他道德教育——
良好习惯”。下文的研究的数据，也是由此分析得出。

本研究笔者将以小学音乐重要文本——小学音乐教材为分析
文本（人音版和民国版），按照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德育工
作实施手册》《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 1 1  年版）》作为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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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教材及其课程标准中，总能反映出其背后的价值取向涉及的德育内容。现行人音版小学教材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小
学音乐教材。笔者运用比较研究法对人音版和民国版两个不同版本的小学音乐教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公民人格教育”、“情感
道德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和“其他道德教育”德育内容维度划分，并对两个版本的小学音乐教材进行横向分布与纵向衔接分析，
研究两版教材中德育内容异同以及其原因。得出其中“爱国主义教育”、“公民人格教育”、“情感道德教育”和“其他道德教育”四
个维度在两版教材中分布的重心都不相同，是由不同教材所处历史背景造成。本文将提供课程目标的德育内容解读，希望能为两版
教材的教学实践和未来的教材撰写实践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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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德育内容的划分指标，通过分析国家政策文件以及专家学者

五大  
维度

生态文
明教育

人与环境
（1）人类的生存与环境之间的环环相扣；
（2）人类的生活迹象与环境见的和谐交融

保护环境
（1）?涉及动物与植物、与环境      

（2）雨水、阳光、星空等自然现象

爱护动物 以有益动物为主角

爱护植物 以植物为主角

公民人
格教育

劳动教育 家务、职业等劳动现象

心理品质
珍惜时间、乐观向上、艰苦奋斗、诚实善良、

热爱生活等心理品质

人生观与
理想

对职业、社会、人生、未来的理想

情感道
德教育

亲情
（1）?与家人的互动           

（2）表达家人之间爱的情感

友情
（1）?与朋友互助            

（2）表达朋友间的友爱团结

师生情 （1）?尊敬师长（2）对老师的感恩、感谢

其他道
德教育

世界观 
教育

（1）?理解外国民族的文化特性、音乐特点
（2）尊重世界文化多元性

良好习惯
（1）?行为举止文明           

（2）早睡早起等生活作息；热爱运动

热爱科技 对于科学技术与生活间的密切感到热爱

生活常识 一年有多少天、每年有几个季节等常识。

子维度 维度相关指标

爱国主
义教育

国家意识

（1）?歌词介绍我国少数民族地域、生活
（2）歌词介绍我国国土上的任何行政区的风

土人情                 
（3）歌词强调一个中国          

（4）歌词或创作背景表达：有国才有家   
（5）歌词或创作背景涉及：国家利益、国情

观念、民族团结和国际视野

政治认同
（1）?少先队员、红领巾等政治意识形态

（2）热爱共产党

中华   
优秀   

传统文化

（1）?歌曲、乐曲本身是中国传统音乐  
（2）歌曲、乐曲由中国传统音乐改编   

（3）歌词核心内容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教育
（1）?抗日救亡音乐；工农革命音乐    

（2）相关红色文化、革命音乐

表2-1    教材德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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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道德教育的相关研究作为基础。
对两版教材中的德育内容进行分析，最后划分小学音乐教材

中的德育内容为五个维度：爱国主义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公
民人格教育、情感道德教育和其它道德教育。

每一维度包含几个子维度。其中，“爱国主义教育”包括
国家意识、政治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教育；“生态文明
教育”包括人与环境、保护环境、爱护动物、爱护植物；“公民人
格教育”包括：劳动教育、心理品质、人生观与理想、个人道德；

“情感道德教育”包括亲情、友情、师生情；“其他道德教育”包
括世界观教育、良好习惯、热爱科技。

2　教材中德育内容的比较分析
2.1教材中德育维度的比较分析
2.1.1教材中德育维度横向分布比较分析

（1 ）人音版：德育维度横向分布比较分析
现行人音版小学《义务教育教材音乐》一共有356首曲子，

将其五个德育维度的比例从高到低排列分别是：（1）爱国主义
教育：29.49%（2）生态文明教育：24.15%（3）公民人格教育：20.
22%（4）其它道德教育：13.48%（5）情感道德教育12.64%

可见人音版教材的对“爱国主义教育”和“生态文明教
育”德育维度的重视，它们所占比例比“公民人格教育”、

“情感道德教育”和“其它道德教育”所占比例更大。
这个现象，可能与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社

会）有关，也可能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意识形态的影响。
（2 ）民国版：德育维度横向分布比较分析
民国版《小学音乐教材初集》一共有176 首曲子，将其五

个德育维度的比例从高到低排分别是：（1）生态文明教育：38.63%
（2）公民人格教育：36.93%（3）其它道德教育：13.63%（4）情感
道德教育5.68%（5）爱国主义教育：5.11%

（3）教材中德育维度横向分布比较分析
①两版教材相同之处：
1 .对于“生态文明教育”和“公民人格教育”维度给予

重视。
人音版的“生态文明教育”占其德育维度比例24.15%，在

其德育维度占比排第二；民国版的“生态文明教育”占其德育维
度比例38.63%，在其德育维度占比排第一。人音版的“公民人格
教育”占其德育维度比例20.22%，在其德育维度占比排第三；
民国版的“公民人格教育”占其德育维度比例36.93%，在其德
育维度占比排第二。

2.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维度处理为比例之最
人音版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其德育维度占比最高为

29.49%；民国版的“爱国主义教育”占其德育维度比例最低为
5.11%

②两个版本不同之处：
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维度的重视截然不同。人音版的

“爱国主义教育”占其德育维度比例最高，民国版的“爱国主
义教育”占其比例最低。

2.1.2教材中德育维度纵向衔接比较分析
（1 ）人音版：德育维度纵向衔接比较分析
虽然人音版中五个维度的纵向衔接波动情况较大，但其中

“爱国主义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公民人格教育”与
“情感道德教育”在12 册音乐教材里的衔接是不间断的。只有
“其它道德教育”在二年级上册出现了一次间断。

（2 ）民国版：德育维度纵向衔接比较分析
在民国版教材中的五个德育维度的纵向衔接并没有断联，但

是每个德育维度在纵向衔接的数量上都有不稳定的波动。其中最
平稳的是“生态文明教育”维度曲目数量由“2 1 ”、“2 6 ”、

“2 1 ”。
（3）教材中德育维度纵向分布比较与分析
由于民国版教材一共只有三册，它们之间每个维度在纵向上

只有两次的衔接。因此比起人音板的教材，民国版教材的衔接
难度相对要低许多。

3　结论
通过运用比较研究法对两个不同版本的小学音乐教材，进行

五大德育内容量化分析与质性分析，“爱国主义教育”、“生
态文明教育”、“公民人格教育”、“情感道德教育”和“其
他道德教育”五个德育维度的不同之处，是由于不同教材所处
的历史背景造成。

从“爱国主义教育”子维度中的“革命教育”，可看出
两版教材中的不同之处，结合当时的文化语境，可以体现出不
同教材德育内容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相比民国版教材，人音版
教材“爱国主义教育”德育内容分布得更全面。

“生态文明教育”在人音版与民国版中，二者无论在子维
度的分配比例上、子维度的曲目数量上都非常近似。由此体现
了“生态文明教育”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非常重要，可
供未来教材编写所参考。

“公民人格教育”中的三个子维度的异同原因，“心理品
质”民国版比人音版更重视这一维度，不仅篇幅更多，并且其
主题内容更加多样。“劳动教育”两版教材内容构成相似，都
以家务为主，适合低年龄段孩子确立行为规范、巩固文明行为
的指标。“人生观与理想”在人音版比民国版更难实现，理想
的树立建立在整个社会的未来上。

在“情感道德教育”三个子维度中，“师生情”在民国
版中并未出现，而在人音版中少量出现，其原因与普通教育的
发展史有关，体现出教材发展的具有时代特征。提示未来教材
的编写，除了结合时代背景，也应当有一定的前瞻性，来指引
祖国的花朵。

“其他道德教育”的三个子维度在两版教材中完全不同的分
布，是由于当时社会进程的不同。民国版教材处于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追求科学，因此在“生活常识”和“良好习惯”
两个子维度有一定内容。现行人音版教材，在当下社会学生对
于“生活常识”和“良好习惯”的认识途径很多元，因此在
音乐上被忽略掉了；但在当下全球化进程中，不同的文化相互
碰撞、交融，在这个背景下“世界观”的内容被重视起来。

从宏观角度看以上五个维度，人音版教材的价值取向更偏向
人与社会的发展，民国教材的价值取向更偏重于个人的发展。
民国教材中的“公民人格教育”中“心理品质”的主题内容
更加多样，值得我们学习。而人音版“其他道德教育”中的
世界观是民国版所缺少的。

希望本文比较两版教材的德育内容，其中的分析思考，能
为未来的教材撰写实践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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