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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音育德，以乐化人——探究小学音乐教学中的思政教育
李晓丽

（通化市东昌区育新小学校，吉林 通化 134001）

摘要：随着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思政教育与小学音乐教学的融合越来越深入，有利于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渗透爱国主义，

进一步提升小学生道德情操。小学音乐教师要重视思政教育，唱响红色革命歌曲，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学生爱国热情；开展民族音

乐专题教学，深入讲解戏曲、民族乐器等知识，让学生感受源远流长的民族音乐文化，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创新合唱教学模式，

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带领学生鉴赏中西方音乐，发挥音乐家榜样作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提升小学音乐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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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了音乐、美术、

舞蹈等在艺术教育中的地位，提出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加

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教育，坚持以美育人教育理念，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增强他们的文化

自信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小学音乐教师

要全面贯彻新课标，促进思政教育和音乐教育的深度融合，把思

政教育融入声乐、音乐鉴赏、音乐综合实践等模块，带领学生学

唱红色歌曲、传统戏曲和民歌，加深他们对红色文化、民族音乐

的理解，从而激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厚植小学生家国情怀，增强

他们的文化自信，发挥出音乐学科育人价值。

一、小学音乐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培养小学学生爱国情怀

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重要组成部分。小学音乐教材中收录了很多红色革命歌曲，

反映了艰辛的抗战历史，展现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坚韧不拔、

顽强不屈的爱国精神，是不可多得的德育素材。这些歌曲为小学

音乐教师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素材，有利于引导学生通过歌

曲了解中华民族抗争史，让他们感受歌曲中蕴含的炙热爱国情，

从而提升他们爱国情怀。

（二）有利于提升小学生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音乐历史悠久，例如编钟、古琴、琵琶、二胡等独

特民族乐器，传承千年的梨园戏曲艺术，独特的唱念做打表演方

式享誉世界，各具特色的地方民歌展现了地域特色，这些民族音

乐文化有利于激发小学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例如教师可以

带领学生学唱京剧、昆曲、黄梅戏等，穿插二胡、京韵大鼓和三

弦等民族乐器讲解，激发他们学习戏曲、民族乐器的积极性，进

一步提升他们文化传承能力和文化自信。

（三）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教育任务

思政教育与德育教育在育人目标上是一致的，旨在提升学生

道德情操，促进他们全面发展。小学音乐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

有利于挖掘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促进音乐教育和思政教育的

融合，引导学生接受红色革命歌曲、民族音乐的熏陶，进一步提

升他们的爱国情怀。同时，音乐教师可以把思政教育融入合唱教

学中，带领学生学习和声技巧，培养他们团队协作精神和集体荣

誉感，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四）有利于提升音乐教学质量

思政教育融入小学音乐教学有利于拓展课堂教学内容，让学

生在学习音乐知识的同时了解民族音乐、红色革命歌曲和少数民

族歌曲等，进一步提升他们发现美和鉴赏美的能力，从而提升音

乐教学水平。同时，思政教育融入音乐教学中更能激发学生情感

共鸣，让他们深度感受歌曲中蕴含的情感、了解歌曲背后的历史

故事，从而加深他们对歌曲的理解，让小学生有感情的演唱，从

而提升音乐教学质量。

二、小学音乐教学中思政教育现状

（一）音乐教师对思政教育不太重视

部分小学音乐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解读比较肤浅，对思政教育

不太重视，把重点放在视唱练耳教学中，忽略了挖掘教材中蕴含

的思政元素，影响了音乐教学和思政教育的融合。例如教师在教

材红色革命歌曲时，更重视讲解歌曲节拍、旋律、音准等演唱技

巧，要求学生准确、流畅地演唱歌曲，但是却忽略了讲解各区相

关红色革命历史、历史人物等，导致学生难以把情感融入演唱中，

反而影响了音乐教学效果。

（二）思政教育方式比较单一

随着课程思政建设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小学音乐教师开

始渗透思政教育，但是存在思政教育渠道单一、素材单一等问题，

单一化的思政教育方式难以吸引学生，自然也影响了音乐课堂思

政教育质量。例如教师在京剧教学中，习惯性在唱、念、做、打

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培养他们精益求精、严以律己的良好学习

习惯，却忽略了讲解京剧名家爱国事迹、悠久的戏曲历史，不利

于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和文化自信。

（三）思政教育缺乏实践活动支撑

当前小学音乐课堂思政教育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

教师结合歌曲历史背景、歌曲主题来渗透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团队精神教育，忽略了组织音乐思政教育实践活动，

学生缺少表演的舞台，不利于培养他们音乐素养。例如教师在合

唱教学中虽然融入了团队精神教育，但是重点讲解多声部配合、

和声技巧，以课堂范唱教学为主，忽略了组织课下合唱团训练，

无法把思政教育落到实处，影响了音乐课思政教育效果。

（四）民族音乐文化讲解肤浅

民族音乐在人音版小学音乐教材中占据了很大比重，例如

戏曲、地方民歌、少数民族歌曲等元素，但是音乐教师对这些

民族音乐文化素材的讲解比较肤浅，以鉴赏和声乐教学为主，

对民族音乐文化历史、文化自信等的讲解比较少，影响了学生

艺术核心素养发展。例如教师在民乐演奏鉴赏教学中，更侧重

带领学生欣赏民乐旋律、节奏等特点，对民族乐器历史、演奏

特点、音色和经典作品等讲解比较少，影响了学生对民族音乐

文化的了解。

三、小学音乐教学中思政教育渗透路径

（一）挖掘教材思政元素，全面渗透思政教育

小学音乐教师与时俱进，积极学习课程思政和立德树人教育

理念，全面分析新教材，挖掘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进行设计

思政教育案例、录制音乐思政教育视频等，建立思政教育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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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例如教师在讲解《难忘的歌》这一单元时，

可以对本单元四首歌曲进行分析，明确每一首歌曲蕴含的思政元

素，并确定思政教育主题，搜集歌曲视频，升华思政教育主题。

首先，教师可以围绕单元主题搜集思政教育素材，进行制作微课、

设计互动游戏和教学方案，让思政教育贯穿课前、课中和课后，

进一步促进音乐教学和思政教育的融合。例如《中国少年先锋队

队歌》歌颂了新时期少先队员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怀；《都有一

颗红亮的心》则是京剧《红灯记》唱段，歌颂了抗战时期地下工

作者的无私奉献和革命必胜信念，这两首歌曲蕴含着爱国主义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思政教育重点。其次，教师可以进行设

计思政教育案例，把思政教育融入教学目标、教学过程和情感价

值中，把思政教育和视唱练耳、音乐鉴赏教学融合起来，引导学

生自主挖掘歌曲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增强他们对思政教育的重视，

从而提升小学音乐思政教育质量。

（二）微课创设趣味情境，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第一，小学音乐教师可以利用微课创设思政教育情境，更能

激发学生情感共鸣，让他们主动挖掘歌曲中蕴含的正能量，从而

提升他们的道德情操。例如教师在教唱《祖国祖国我们爱你》这

首歌曲时，可以精心制作歌曲短视频，展现童声合唱团演唱视频，

更加直观展现歌曲中炙热的爱国热情、第一和第二部分旋律变化，

强化对学生二拍子强弱规律的理解、八分休止符特点，激发他们

演唱积极性。这首歌曲曲调欢快、歌词生动形象，展现了儿童对

祖国的热爱，第一段节奏紧凑，展现了小朋友天真活泼的性格，

第二段节奏舒缓、结尾处旋律欢快跳跃，音调始终，更适合小学

生声带发育特点。学生可以跟随微课学唱这首歌曲，让他们通过

通俗易懂的歌词来感受小朋友对祖国淳朴、简单的爱，学习这种

爱国精神，并把这种爱国情融入演唱中，从而提升自己的演唱水平。

第二，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欣赏交响乐《红旗颂》片段，让他们找

出其中蕴含的国歌、《东方红》和《国际歌》等元素，激发他们

的自主学习积极性。通过《红旗颂》，小学生可以感受红旗对中

国人民的特殊意义，了解中国人民艰辛的抗争历史，珍惜如今的

幸福生活，继承先烈们的崇高爱国主义，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使命。

（三）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民族音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也是小学音乐教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例如

教师在教唱京剧《甘洒热血写春秋》时，可以介绍京剧的起源、

行当划分和表演方式等，让他们体验京剧文化的博大精深，让他

们更加热爱民族文化。首先，教师可以播放《甘洒热血写春秋》

演出视频，让学生了解主人公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的经过，了解现

代京剧演唱特点、表现方式，并引导他们跟唱，让他们体验京剧

与唱歌的不同，激发学生学习京剧的积极性。例如教师可以播放

京剧名家演出视频，结合视频来讲解京剧独特的唱、念、做、打

表现手法，字正腔圆、铿锵有力的唱腔，以及干净利索的舞台动作，

引导学生学习视频中的京剧名家肢体动作、学习京剧演唱技巧，

全方面讲解京剧艺术，进一步增强小学生对国粹京剧艺术的热爱，

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其次，教师可以讲解京剧中最常用的伴奏

乐器，例如三弦、二胡、京韵大鼓等民族乐器，并展示这些乐器

的演奏视频，让学生快速了解这些民族乐器演奏方式、音色等，

加深他们对民族乐器的理解。此外，教师可以推荐学生鉴赏二胡

名曲《赛马》，古筝名曲《渔舟唱晚》，琵琶名曲《十面埋伏》等，

让他们更加全面了解民族乐器音色、演奏技巧，弘扬民族音乐文化，

增强小学生文化自信。

（四）优化音乐鉴赏教学，提升学生人文精神

小学音乐教师要把思政教育融入鉴赏教学中，带领学生鉴赏

中西方音乐作品，讲解音乐家励志故事，从而提升学生永不言弃、

敢于挑战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让他们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

化，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例如教师在带领学生鉴赏西方交响乐

《魔法师的弟子》时，可以讲解钢琴、小提琴的西洋乐器相关知识，

并介绍音乐家贝多芬的励志故事，为学生树立良好学习榜样。贝

多芬自幼音乐天赋出众，晚年却因病几乎失聪，但是他没有向命

运屈服，坚持创作《命运交响曲》，这种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等

级精神值得小学生学习。同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鉴赏少数民族

歌曲，例如《妈妈格桑拉》和《打起手鼓唱起歌》等歌曲，让学

生感受少数民族人民能歌善舞、热情好客的一面，让他们尊重并

学习少数民族文化，进一步提升思政教育质量。小学音乐教师要

积极开展人文教育，引导学生鉴赏中西方音乐文化，讲解著名音

乐家励志故事，弘扬艺术家追求完美、挑战自我、积极创新的艺

术精神，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进一步提升小学音乐思政教育水平。

（五）开展合唱教学，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

音乐教师要把集体主义教育融入合唱教学中，为学生讲解多

声部合唱技巧，让他们体验和声魅力，让他们在合唱过程中积极

配合其他同学，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团队精神。第一，教师可以开

展《明天会更好》合唱教学，讲解齐唱、轮唱的演唱技巧，根据

学生声音条件划分声部，在合唱教学中渗透团队精神，增强他们

的团队配合意识和集体荣誉感。《明天会更好》整体采用四四拍，

由两个乐段组成，可以开展男女二声部合唱训练，设计男生合唱、

女生合唱和男女合唱三种演唱方式，唱出歌曲中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明天会更好》第一乐段采用女生合唱方式，要轻轻地吐字、

安静地演唱，不疾不徐地唱出歌词中关于大自然、战火等的理解。

第二乐段可以采用男声合唱，运用铿锵有力的语气演唱，唱出对

美好生活的祝愿与向往。教师要带领学生进行合唱练习，指挥各

个声部进行配合，强调各个声部接唱卡点，避免学生抢拍或慢半拍，

让声部之间的配合更加完美，呈现整齐划一、气势恢宏的合唱演

出氛围，进一步提升学生合唱演唱水平。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

班级合唱比赛，鼓励学生自选合唱歌曲、自由结组，设立相关奖

项，进一步增强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精神，实现“润物无声”

的德育教育效果，进一步提升小学音乐思政教育质量。

四、结语

小学音乐教师要全面贯彻课程思政理念，挖掘教材中蕴含的

思政元素，促进音乐教育和思政教育的融合，传唱红色歌曲、经

典戏曲，利用微课创设思政教育情境，渗透爱国主义教育，激发

学生民族自豪感，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引导他们发现美、鉴赏

美和创造美，让他们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同时，教

师还要积极开展合唱教学，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让他们懂得

互相配合，进一步提升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精神，发挥音乐

学科育人价值，促进小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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