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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践

“课程思政”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程改革的
研究与实践

越小顶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广西 崇左 532200）

摘要：课程思政的核心是把思政教育融入各个专业、各类课程教学中，构建协同育人模式，贯彻立德树人教育理念，提升学生道德素养。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师要全面贯彻课程思政理念，挖掘声乐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优化视唱练耳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坚

持不懈的学习态度；挖掘教材爱国主题歌曲，让学生在演唱中接受爱国主义熏陶；弘扬民族音乐文化，丰富声乐课教学内容，增强学生文

化自信；导入幼儿歌曲，渗透师德师风教育，提升学生职业道德素养；融入时政新闻下的热门歌曲，促进思政教育和声乐课教学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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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以培养德才兼备、热爱教育事业、思想政治坚

定、爱岗敬业的幼师为主，除了要培养学生幼儿弹唱、幼儿保育、

钢琴弹唱和五大领域教学能力，还要培养学生良好师德师风，为

国家培养更多优秀幼师，促进我国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高职学

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师要积极挖掘教材中蕴含思政元素，积极推动

课程思政建设，规范学生发声、转音和音准练习方式，培养他们

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艺术态度。同时，教师还要积极搜集正能

量歌曲，丰富声乐教学曲目，让学生在演唱中接受思政教育熏陶，

实现“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效果。

一、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程教学现状

（一）对教材思政元素挖掘不够深入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解读不够深入，没

有把教材思政元素和声乐知识融为一体，导致声乐教学和思政教

育出现“两张皮”的情况。部分教师对教材思政元素挖掘不够深

入，重点对歌曲编曲、音准、旋律、转音和换气等技巧进行讲解，

对歌曲创作背景、文化底蕴只是一带而过，导致学生对歌曲中的

思政元素只是浅尝辄止，难以发挥思政育人作用。

（二）课堂教学方法单一

随着课程思政理念逐步普及，大多数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声乐

教师开始渗透思政教育，但是课堂思政教育方式比较单一，只是

在视唱练耳教学中讲解歌曲相关民族音乐文化、音乐家励志故事

和红色革命文化，忽略了利用微课、新媒体等渗透思政教育，单

一的思政教育方式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部分教师忽略了挖掘

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学特点，没有把幼师职业道德素养融入声乐

教学中，不利于学生师德师风培养。

（三）缺乏课程思政评价方式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学评价主要以书面测试和视唱练耳

考核为主，没有把职业道德素养、文化自信和价值观等纳入教学

评价体系中，影响了思政教育在声乐教学中的渗透。很多声乐教

师更侧重点评学生演唱时的音准、气息、转音和舞台表演能力等，

忽略了评价学生在视唱练耳教学中的学习态度、团队精神和工匠

精神等，这种评价理念影响了学生学习态度和价值观形成，把思

政教育融入声乐教学评价体系中迫在眉睫。

（四）忽略了融入课外优秀歌曲

部分声乐教师局限于教材，按部就班讲解教材红色革命歌曲、

民歌等曲目，这些歌曲思政元素有限，需要课外优秀歌曲进行补充，

但是教师却忽略了这一点，很少导入课外正能量歌曲，局限了思

政教育内容。例如教师在民歌教学中，只是教唱教材歌曲，忽略

了搜集不同地域代表性民歌，难以全面展示民族音乐文化，影响

了学生对民族音乐的了解，不利于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怀。

二、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一）有助于发挥润物无声育人功能

当今世界局势复杂，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再加上互联网文化

的影响，对大学生价值观、人生观等造成了一定冲击，部分学生

出现了崇洋媚外、贪图享乐和好逸恶劳等问题。声乐作为高职学

前教育专业的必修课，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挖掘教材思政

元素，端正学生三观，让思政教育和声乐教学融为一体，提升学

生道德情操。同时，教师还要搜集正能量歌曲，让学生在声乐课

学习中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熏陶，

让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发挥声乐课润物无声的育人作用。

（二）有助于提高幼师人才培养质量

学前教育专业是培养未来幼师人才的“前沿阵地”，因此高

职学前教育专业要把思政教育融入声乐教育中，把师德师风作为

重中之重，进一步提升学生职业认同感，培养更多优秀幼师人才。

声乐教师要积极搜集幼儿园音乐教学案例，创设职业教育情境，

带了学生了解优秀幼师声乐教学流程，激励他们学习优秀幼师兢

兢业业、关爱学生、开拓创新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为他们树

立良好职业榜样，进一步学前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三）有助于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立德树人是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的根本任务和重要目标，也是

学前教育专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师要

积极贯彻课程思政理念，把思政教育延伸到音乐理论、视唱练耳

和合唱教学等模块，渗透红色文化、民族音乐文化和“四有好教师”

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升声乐课教学质量，

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理念。

（四）有助于提升学生音乐素养

课程思政有利于转变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师教学理念，

让他们在讲解声乐技巧的同时关注学生道德素养、理想信念和人

文素养提升，在声乐教学中融入民族音乐、红色文化等，让学生

理解歌曲创作背景，让他们在理解歌曲内涵的基础上进行演唱，

从而提升他们歌声感染力，进而提升学生音乐综合素养。教师可

以带领学生学唱陕北、江南民歌，讲解不同地域民歌特点，加深

他们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理解，让他们唱出歌曲中的人情味儿，从

而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和演唱能力。

三、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程改革策略

（一）优化视唱练耳教学，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

视唱练耳是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学重中之重，对学生音

乐素养要求比较高，有利于培养学生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精益

求精的学习态度。例如教师在教唱《花非花》这首古诗词改编歌

曲时，可以先播放歌曲演唱视频，再为学生分析歌曲编曲、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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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准和演唱技巧，规范学生发声、气息控制和换气方式，培养他

们良好的演唱习惯。第一，教师可以结合视频分析《花非花》曲谱、

节奏、节拍和音高等要素，这首歌曲采用中华传统民族调式五声

音阶来进行创作，整首歌曲是 D 宫调式，歌词“花非花雾非雾”

曲谱音是 G，这首歌曲用低音和平音用于平声，仄声则转化为高

音或变度音，演唱过程中注意这些转音。第二，教师可以进行钢

琴弹唱教学，逐句逐句教唱，进一步提升学生演唱水平。这首歌

曲体现了古诗词朦胧、缥缈的美感，因此要用深沉的声音来演唱，

在演唱“花”“来”等开口元音时，只需要微微打开口腔，在演唱“雾

非雾”时要控制气息，提前吸好气、吸足气，最后一句则用偏假

音来哼唱。教师要纠正学生演唱中存在的问题，规范他们的咬字、

音准、节奏和气息，督促他们进行自主练唱，进一步培养他们勤

于练习、精益求精的学习态度。

（二）挖掘教材红色歌曲，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教师要用好教材红色歌曲，积极渗透红色

文化教育，赓续百年红色基因，厚植学生家国情怀，让他们坚定

不移跟党走，促进声乐教学和思政教育的融合。例如教师在教唱

《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曲时，可以先介绍歌曲创作背景、创作

者生平事迹等，帮助学生了解歌曲文化，让他们深入感悟歌曲中

流露的炙热爱国热情。首先，《我爱你，中国》是电影《海外赤子》

的主题曲，歌颂了中国儿女对祖国的眷恋和热爱，分为引子、主

体和尾声三个部分，主体为 F 大调。教师可以播放电影相关片段，

让学生了解华侨儿女对祖国的热爱，坚定不移的信念，以及艺术

家追逐梦想的故事，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其次，教师可

以讲解歌曲演唱技巧，例如歌曲开头要控制好气息，由属音到主

音之间的四度向上，控制好中高音区气息，利用高亢、明亮的声

音演唱，主体部分节奏比较平缓，通过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抒发爱

国热情，控制好中低音区气息，结尾部分加入了和弦，利用两个

衬词开口音“啊”的有力抒发把歌曲推向最高潮，凸显歌曲歌颂

祖国的主旨，利用高音演唱。红色歌曲不仅可以提升学生演唱水平，

还可以加深他们对中华民族抗争历史的了解，激发他们的爱国热

情。

（三）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声乐教师要重视民族音乐文化教育，开展民歌专题教学，带

领学生领略多姿多彩的民歌、戏曲，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

族自信，进一步提升声乐课教学水平。第一，教师可以搜集戏腔

歌曲，把流行音乐和戏曲融合起来，让学生意识到民族音乐生生

不息的艺术生命力，激发他们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热爱。例如教师

可以教唱《梨花颂》，讲解戏腔演唱技巧，并讲解歌曲创作背景、

戏曲历史，端正学生对传统戏曲的态度，激励他们传承民族音乐

文化，让传承千年的戏曲艺术得以代代传承。《梨花颂》由京剧

改编而来，由京剧大师梅葆玖先生演唱，以京剧二黄调式为主调，

加入了梅派唱腔特色，优美动人的旋律余音绕梁，体现了传统戏

曲艺术的创新。学生可以对照《梨花颂》曲谱进行视唱练耳练习，

把握好四分之二拍演唱节奏，做好每一句的转音，控制好气息，

尝试利用真假音转化来进行演唱，进一步掌握戏腔风格演唱技巧。

第二，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演唱陕北地区花儿、蒙古族民歌，以

及江南民歌，让他们感受南北方民歌截然不同的风格，加深他们

对民族音乐文化的了解，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教师要开设民族

音乐文化专题教学，带领学生传唱戏曲、民歌等传统分各个歌曲，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四）导入热门幼儿歌曲，提升学生道德素养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师要积极搜集幼儿园热门歌曲，创

设幼儿园音乐教学情境，渗透师德师风教育，培养学生关爱幼儿、

积极创新、默默奉献和爱岗敬业精神。首先，声乐教师可以搜集

抖音平台热门幼儿歌曲，例如《勇气大爆炸》，还可以搜集幼儿

园这首歌曲教学案例，让学生了解幼儿园音乐教学流程，增强他

们的职业认同感。例如教师可以播放《勇气大爆炸》幼儿园教学

视频，带领学生分析视频内容，让他们归纳出幼儿声乐教学流程，

提升他们声乐教学能力。学生可以搜集这首歌曲曲谱，采用钢琴

弹唱的方式进行演唱，采用欢快的语调进行演唱，掌握幼儿歌曲

演唱技巧。其次，教师可以组织幼儿音乐课情景模拟教学，鼓励

学生自主设计教学案例，考验他们幼儿音乐教学能力。例如有的

学生搜集了《勇气大爆炸》抖音短视频，结合歌曲内容设计手指舞，

并把手指舞加入歌曲演唱中，提升音乐教学趣味性。教师可以针

对学生演唱过程、音乐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解，进一步

培养他们爱岗敬业、勤于思考、精益求精的学习态度，从而提升

他们的职业道德素养，为他们就业奠定良好基础。

（五）挖掘热门正能量歌曲，提升思政教育质量

声乐教师要积极搜集抖音、微博和听歌 APP 热门正能量歌曲，

既可以满足学生个性化音乐学习需求，又可以丰富思政教育素材，

进一步提升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程思政建设质量。第一，教

师可以立足时政新闻，搜集相关正能量歌曲，例如《万疆》，展

现新时期祖国综合国力提升，以及人民对祖国的热爱与眷恋，唱

出了中华民族儿女的坚定信念和家国情怀，有利于提升学生爱国

情怀。教师可以把《万疆》作为声乐教学曲目，带领学生分析曲

谱、明确歌曲第一段、高潮和结尾部分音准、音高和真假音转化

等，让学生掌握歌曲演唱技巧。学生可以利用听歌 APP 进行练习，

录制自己的演唱音频，发现自己在演唱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

演唱时的气息、音准和节拍，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演唱水平。第二，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自主搜集正能量歌曲，让他们以独唱或合唱的

方式来推荐自己喜欢的歌曲，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积极性。例如有

的学生利用合唱的方式演唱了《少年》，展现了新时期少年积极

应对新时代挑战，勇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建设中国梦的责

任。声乐教师要积极搜集正能量歌曲，进一步深化课程思政内涵，

让学生在歌声中接受思政教育熏陶，提升他们的道德情操。

四、结语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师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全面

挖掘教材中的红色文化、民族音乐和时政新闻等素材，积极构建

协同育人新模式，塑造学生健康人生观和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

以美育人和全面育人教育理念。同时，教师还可以利用新媒体、

微课等营造思政教育情境，激发学生情感共鸣，让他们全身心投

入演唱中，发挥声乐课德育功能，实现思政教育和声乐教育的双赢，

提升“00 后”大学生道德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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