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12020 年第 2 卷第 6 期 经验交流

浅析如何在高校音乐欣赏课程中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
毛盈盈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部，浙江 绍兴 312099）

摘要：高校音乐欣赏课程对培养大学生的艺术素养和人文素养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很大程度上提升学生的思想水平，促进学生身心

的健康发展。将生命教育融入高校音乐欣赏课程当中，可以增强音乐课程的教育意义，丰富音乐的教育内涵，这也体现了音乐教师对学

生人生成长的关心。本文对如何在高校音乐欣赏课中对学生开展生命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供一些具体的融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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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

即便是高校大学生，也面临着巨大的学业压力和就业压力，很多

大学生在面对困难时不知道该抱以何种心态看待，从而呈现出心

情低落、焦虑等生活状态，甚至部分大学生会因一时想不开而轻生。

而生命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并理解生

命的意义和价值，从而能够以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来直面遇到的

各种困难。高校音乐欣赏课本身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可以给予

学生精神上的鼓励和心灵上的安慰，融入生命教育后，学生就能

以更加丰富的视角看待音乐对生命成长的积极作用，从而提升学

生的生命质量，完善学生的人格，助力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

一、音乐课程与生命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音乐课程与生命教育的育人目标相统一

生命教育的根本目标是让学生认识到个人生命的重要性，并

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享受每一精神和思想上的蜕变，这样学生在

遇到困难和挫折才能够坚持下去，从中领悟生命的真谛；在经受

喜悦和幸福时，才能够感受到生命的美好。而音乐课程本身就能

向学生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让学生在激昂和轻快的音乐中感受

生命的力量，并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从

而释放出生命的无限潜能，让学生的生命历程更加丰富多彩。

生命教育不光是让学生关注个人和他人的生命，还让学生感

受到大自然中万事万物的生命，动植物的生命跟随着的自然的脉

搏跳动，在快慢有序的节奏中茁壮成长。

自然也是音乐的永恒主题，没有哪一个音乐家会忽视自然对

生命的重大意义，学生也只有广泛关注自然界中的所有生命，才

能对人类生命的价值和内涵产生深刻理解，从而做到接纳自己、

接纳他人、接纳社会、接纳自然，在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中迸发

生命的激情，实践生命的价值。

（二）音乐课程和生命教育的育人功能相一致

音乐教育是艺术教育的一种，而艺术的功能就是提升人们在

情感和美学上的敏锐度，从而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感受生命活力，

抒发生命情感，从而使个人生命的发展更加饱满和完善。而且音

乐会影响人的心理，使人的情绪舒缓或兴奋，在起伏变换之间让

人们感受到生命运行的规律。开展生命教育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让

学生理解生命的构成和发展，使学生在掌握生命本质的基础上把

握生命的脉动，并科学理解生命过程中的高潮和低谷。

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就业、婚姻等内容是学生生命旅途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正确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成为高校学

生在毕业后面临的首要问题，音乐教师也应贡献自己的力量，在

音乐教学的过程中为他们答疑解惑，多与学生进行交流沟通，帮

助他们解决职业发展和人生成长中的困惑。

音乐给人以灵感，而音乐课程也应成为学生的思想来源和灵

感来源，让学生学会在音乐中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学生面

临职业或生活中的重大抉择时能够充满信心，从而实现个人的人

生目标和生命价值。

（三）音乐课程和生命教育符合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

个体心理的成长贯穿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在每个年龄阶段都

会迎来重大的心理变化，但大学生的心智总体是趋向于更加成熟

和理智。高校大学生正处于思想的动荡期和心理的快速变化期，

面对学习问题和生活问题很容易表现出患得患失的心态。

大学生的认知模式也处在一个独特的阶段，抽象思维能力处

于一生之中的顶峰，尽管具备了辩证看待事物的能力，但对现实

发展情况缺乏了解，导致个人想法往往与现实相冲突，并呈现出

不切实际外在表现，这样学生就很容易在现实当中遭遇挫折，并

会出现明显的心理落差。

音乐课程和生命教育都可以带给学生积极正面的影响，符合学

生当下需要得到内在支持的心理发展规律，悠扬舒缓的古典乐可以

带给学生内心的平和，使学生的心理状态能够沉静下来，戒除学生

的内心的急躁和焦躁，让学生在面对思想的混乱和情绪的起伏时能

够迅速平静下来，并将其视为生命成长的正常阶段，这样学生就不

会因心理的剧烈变化而做出诸如自杀或伤害他人的危险举动。

生命教育应贯穿学生的整个生命周期，但在校期间，教师只

能培养学生理解生命的方法和态度，毕业后的人生旅程需要学生

自己来走，这时音乐就可以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亲密伙伴，让

学生在产生关于生命的困惑时，能够通过聆听音乐、演奏音乐回

归到正常的心态。

二、高校音乐欣赏课程中融入生命教育的策略

（一）聆听古典音乐名作，感悟生命价值

当下高校学生接触到的音乐类型十分广泛，但主要以流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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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为主，因为流行音乐不光有音乐属性，还有社交属性、文化属性、

身份属性，流行音乐往往能表现学生的个人态度，宣泄学生的个

人情感，但教育意义严重不足。

高校音乐欣赏课包含的内容则要广泛和深刻许多，古典音乐、

民族音乐、通俗音乐都是音乐欣赏课的教学内容，可以让学生全

面了解各种音乐形式，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和艺术素养。

其中古典音乐最能够触动人心，给予学生精神上的鼓励和思

想上的启迪，而且古典音乐结构严谨，情感起伏变化存在规律和

秩序，极具感染力，学生可以在古典音乐中感悟生命的价值，从

而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看待个人生命。

例如，维瓦尔第所创作的小提琴曲《四季》，创造性地将春、夏、

秋、冬用音乐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让听众感受到自然和生命的轮

回。学生在欣赏《四季》时，不光会惊叹于维瓦尔第的音乐造诣，

还会感受到春天的昂扬、夏天的恼人、秋天的愉悦和冬天的期待，

这与生命成长的阶段相一致，学生也将会通过音乐感受到生命的

变换规律，以及在人生各阶段所独有的生命价值。

（二）欣赏音乐家纪录片，感受生命历程

尽管世界上很多优秀的音乐家都没有留下影像资料，但这并不

妨碍后人通过电影、纪录片等形式展现这些音乐家的生命历程和音

乐创作历程，在这一过程当中，音乐家们会面临各种难题和挑战，

比如莫扎特面对的是贫困，贝多芬面对的是失聪，帕格尼尼面对的

是疾病，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而是依靠自身

的意志力和坚强信念，克服重重的阻碍和困难，依旧坚持音乐创作，

并且也没有对生命失去信心，而是一如既往地热爱生命。

从这些音乐家的纪录片当中，学生将会感受到生命力量的强

大，以及音乐家面对生活磨难时的昂扬斗志和不屈信念，从而明

白苦难和挫折是生命历程中的常客，但人们应该勇敢面对，而不

是逃避或主动认输，这样学生的意志才会坚定起来，并对未来的

生命历程充满信心。

例如，我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出身贫苦，在大学期间需要到

各处打工摆摊来挣伙食费和学费，在巴黎求学期间，更是要在餐

厅做杂役维持生活，这对当代大学生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大

学生从未经历过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取得迅速发展，脱贫

工作已经圆满完成，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得到大幅度提升。

大学生出生在一个物质条件丰厚的年代，并且没有经历过太多挫

折，当毕业后因就业问题而遭遇困难时很容易自暴自弃，但了解

到这些伟大音乐家所遭受的苦难后，学生的信心和意志就会坚定

起来，并客观地将其看待成生命历程中必须经历的一部分而已。

（三）开展探究式学习，拓宽职业理解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大

学生的就业形势也越来越严峻，如果学生在校期间没有找准自身

定位，盲目追求高薪、高福利工作，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还有部

分学生因急于就业而没有详细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在选择工作

和公司时也较为简单随意，当学生毕业几年之后就会后悔当初为

什么没有作出职业规划。这都是学生毕业后要实际面对的问题，

关系着学生的人生成长和职业发展，音乐教师也应多关注学生在

就业方面上的问题，帮助学生消除困惑，并对未来的职业发展做

出合理规划，因为职业发展关系着学生未来的生命质量，也影响

着学生实现生命价值的方式。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开展探究式学习，利用科学方法和科学手

段收集职业规划信息，了解我国的产业结构、各行业特点以及各

工作岗位的具体要求，从而帮助学生结合自身兴趣、性格和能力，

先找准行业，再找准岗位，逐步缩小就业范围，然后在这一基础

上制定 3-5 年的职业发展规划，这不光可以避免学生在毕业后过

于迷茫，无法顺利找到工作，还能帮助学生更好地通过工作来实

现生命价值，并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四）组织音乐实践活动，享受生命成长

生命的价值在于实践。在不断实践中，人们逐渐对生命产生

新的理解，但高校音乐欣赏课较少开展实践活动，教师往往只在

课堂上用多媒体设备播放音乐，并进行理论讲解，这样生命教育

就很难融入到音乐教学中。

教师可以多开展音乐剧、合唱、集体演奏等实践活动，让学

生享受音乐和生命的乐趣。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实践经验会不

断积累，阅历也会越来越丰富，并会感受到生命成长的意义和价值。

教师还可以利用音乐厅、话剧院、歌舞剧院等校外教育资源，开

展校外教育实践活动，开阔学生的眼界，增进学生各种音乐形式

的认知。在欣赏优秀音乐的同时，学生也会对生命与音乐的关系

进行深入思考，并认识到音乐对于生命健康成长的促进作用。例如，

教师组织学生参加学校的节日汇演，表演音乐剧节目或合唱节目，

让学生拥有一段难忘的校园经历，这样学生的生命经历得到了丰

富，并增长了学生的表演经验，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敢于表

现自我，从而收获更多的新鲜体验，让自己的生命历程更加的多

姿多彩。这样学生个人生命的价值和亮点才能完全展示出来，并

会更加地热爱生命，为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努力奋斗。

三、结语

音乐是感悟生命的重要形式，对学生的人生成长具有积极影

响，通过将生命教育融入高校音乐欣赏课程，并采取多种融合策略，

可以给予学生心灵上的慰藉，指导学生正确看待生命发展过程，

让高校大学生对生命本质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从而更加珍惜爱护

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并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尝试和创造，

为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而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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