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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音乐欣赏教学中渗透家国情怀的实践
龚　芳

（益阳市箴言中学，湖南 益阳 413000）

摘要：高中音乐教育以多元化的音乐活动为基础，渗透各种审美教育内涵，在各种音乐主题中提高学生的音乐技能，发展学生的音

乐素养。但是传统的音乐教育缺少德育内容的渗透，学生没有在一课一得中获得德育内涵，如发展自我的价值观、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提升自己的内在品格等。在核心素养的指引下，教师应引导学生更好参与音乐德育互动，在多种教学方法的渗透下，实现音乐德育的融入，

更好激发学生音乐品德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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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核心素养强调学生对音乐技能的关注，更关注学生的音

乐情感和音乐素养。在核心素养的引领下，学生需要关注音乐德

育带给自己的内在变化，表达心中的音乐情感，变得更加爱欣赏

作品，爱创造作品，提升自己的音乐德育素养。                                                                                                                              

一、德育是高中音乐教育的灵魂与核心

音乐教育博大精深，教师可以在音乐主题创设中融合各种德

育主题。如渗透家国情怀、德育教育、人生理想等。笔者从音乐

中渗透德育入手，探究教学价值和内容，从而丰富学生的德育情怀，

学会拥有奉献祖国，献身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崇高理想，培养

向真向善向美的德育情怀。

（一）激发学生了解音乐德育事件

教师在线上线下出示多幅音乐照片，让学生感悟到生活中自

己需要了解不同阶段发生的历史事件。伴随不同时期德育图片的

定格，学生知道了祖国的沧海桑田。作为学生，更应该注意结合

国情，每天进行新闻追踪，了解国家的大事，从而在音乐歌曲积

累中，了解德育人物和更多的德育场景。

（二）引领学生欣赏音乐德育作品

教师在音乐指导中，可以联合微课等多种工具来推送作品。

如《加油武汉》，在激发学生自己进行音乐欣赏中，激发学生自

己对祖国的多磨难有深刻认识，同时懂得多难兴邦的道理。

（三）养润学生德育音乐文化情怀

高中生德育情怀的积累，在于自己对生活的感悟，通过作品

以小见大传达自己的真情。同时在德育情感的表达中融入自己对

幸福的理解。在欣赏不同的音乐作品中，教师激发学生来对创作

者的创作目的进行思考，如其中哪个地方渗透了爱国主义精神，

从歌曲的旋律、歌曲的歌词，自己来解读其中的文化情感。如学

生欣赏歌曲《逆行者》中，感悟到生命生死时速的接力，理解自

己需要珍惜生命静好，祖国静安。在对其中的爱国精神进行品鉴

的时候，教师可以定格其中的关键细节，如“女护士剪掉了长头

发”“一个个红手印”的细节中都可以见证伟大的爱国情感。

二、当今高中音乐教育中的德育缺失

现在的高中音乐教育重视音乐技巧，忽视了音乐对高中生个人

品德的塑造。重形式，重内容，却不重主题，失去了许多塑造高中

生正确价值观的好机会。或者，在对音乐教育的价值观教育上，过

于呆板，只是机械地紧扣一些时政热点，而忽视了对人格与人际交

往等主题的教育。在高中音乐教育中开展德育教育活动，学生的活

动内容和形式都相对比较单调，对学生音乐思想的陶冶也是不够的。

（一）音乐中德育教育内容的肤浅

在高中音乐教育教学中，教师对传统的音乐音乐内容都是关

注的。学生在每学期的音乐课程学习中，会关注更多的音乐技能，

增长自己的音乐才能，还可以在音乐创作中，提升自己的音乐能力。

但是在高中音乐德育教育中渗透的内容还是很少的，学生对音乐

中折射的爱国情感、音乐活动中融合的音乐品格的理解都是很单

调的。教师自己也没有创造各种情境来帮助学生融入到音乐德育

活动中来。

（二）音乐中德育教育形式的单调

教师引导学生来参与音乐德育活动的时候，也只是简单参与，

或者采用口头表述的方法，没有能挖掘出更加丰富的活动形式。

在参与音乐德育活动的过程中，教师也对学生的参与形式缺少设

计，如没有带领学生参与社会上的一些音乐活动，对一些音乐教

育家、音乐活动家也没有自己的介绍。在音乐德育活动的创编中，

学生也没有自主实践的经历。教师需要根据音乐德育教育的主题，

引导学生欣赏民族音乐、戏曲文化，提高音乐素养。

三、高中音乐欣赏教学中渗透家国情怀的实践

教师通过各种方法，引导高中生融入到不同的音画世界，领

略高中音乐欣赏课中独特的家国情怀渗透。

（一）欣赏民族音乐，感悟家国情怀

教材中有一些虽然使用西方创作手法，却运用了大量民族音

乐素材写成的音乐作品，这样的作品值得我们带领学生一起聆听、

学习，因为它既渗透了民族音乐，又站在了时代的前言，有内涵、

有价值。例如《御风万里》，作品结构为：引子 +A+B+A1。A 段

音乐大气磅礴，普天同庆，学生能较容易地感受到喜庆香港回归

的氛围；B 段的教学是本堂课中的重点，通过哼唱听辨汉族、蒙

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四个具有明显民族风格的音乐素材，了解

其所在民族的音乐风格特点，而哼唱、聆听的学习过程就是对民

族音乐认可、接纳最基本的途径；熟悉音乐片段之后，再全曲聆听，

学生对作品无不为之动容、震撼，会因为作曲家创作的良苦用心

表示感叹，更为祖国统一以及日新月异的变化而骄傲自豪，爱国

情怀油然而生。

无论教材内或教材外的音乐作品，能给学生带来民族认同感

的作品有很多，如各地区的民歌，又如教材以外采用越剧素材写

成的单乐章交响曲《梁祝》、采用京剧素材写成的交响幻想曲《霸

王别姬》等，作为有机会致力于学生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线教师，

教师自己本身需要多听、多看、多想、多积累，博学精思，更需

要把民族音乐与浓厚的文化融为一体传承给学生，让学生因为自

己是中国人而骄傲。

（二）比较音乐差异，养润家国情怀

高中学生在学龄上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已有了较高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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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力和学习能力，自主性强。作为音乐教师，如果仅仅依靠唱歌、

跳舞甚至单薄的语言来引导学生，估计效果不佳甚至没有学生愿

意上音乐课。多维度的引导方式会让音乐课堂有深度、有宽度、

有广度，让整个课堂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结合历史学科，

理解音乐与文化之间的重要联系。

17 世纪，欧洲巴洛克音乐兴起，巴洛克时期盛行一个半世纪，

而此时正值中国明末清初，戏曲艺术在中国兴盛。课堂中，结合

历史学科，学生学习、对比、探究、讨论、归纳、总结（见表 1），

中外音乐的异同。

表 1　中外音乐的异同

中国音乐 欧洲音乐

器 乐 竹笛、琵琶等音色较有特色

的乐器

管弦乐，音色统一

形 态 单线条的主调音乐 多线条的复调音乐

演唱方法 各具特色的演唱方法 美声

创作方法 口传心授 作曲创作

创作背景 半封建社会走向衰退，

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社会动荡

新航路开辟，

海外殖民统治扩张，

宗教改革解放思想

经过一节课的深度挖掘，学生从实践中探索、求知，感受到

了历史文化给予音乐的厚重感。在新一轮课程改革背景下，学科

融合能力是一个优秀教师的必备能力，文化是相通的，全方位、

多维度的结合各科教学内容，渗透进本学科，为我所用，让音乐

学科成为一门有深度、有宽度有广度的学科，让学生沿着音乐的

脚步去寻找民族文化的根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总结探究创

编灵感（见图 1）。

      

图 1　探究创编灵感

（三）欣赏戏曲故事，沉淀家国情怀

高中生教师编撰的多元戏曲故事将“剧本定格文化”的理念

推行，其中丰富的传统文化踪迹随处可见。如我们创编了历史剧《子

路借米》的剧本，让高中生懂得了“百善孝为先”“孝顺是我们

内心的火炬”的道理。在剧本《三顾茅庐》中告诉高中生，在生

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生活琐事，需要我们用“心诚则灵”的心

来对待，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就像主人公一样，才能收获属于

自己的成功。在剧本《孔融让梨》中，更是将“礼仪”摆到了前沿，

让高中生来知礼、懂礼、守礼，在模仿古人的言行中，学会修身。

在剧本《闻鸡起舞》中，更是将古代人物祖逖复活，在一招一式中，

记录了古人“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的豪言，激励

高中生未来学会勤奋刻苦。同时众多的寓言故事如《拔苗助长》《画

龙点睛》《亡羊补牢》，则在故事编纂中，期待带给高中生思想

的触动。

（四）欣赏丝竹合奏，理解家国情怀

教师为了培植高中生的家国情怀，也可以引领学生来聆听丝

竹合奏，在其中感悟民乐器带来的德育教育效果。在民族乐器的

介绍中，可以采用多媒体教学法，介绍不同的民族乐器，同时学

生自己也可以介绍自己擅长的民族乐器，在学生认知的基础上，

教师引导学生来了解更多的丝竹乐器，在辨析其不同的音色中，

感悟到其不同的魅力。在教学的时候，教师也可以采用一些趣味

教学法，引导学生来听音辨曲，或者对歌曲中应用的丝竹乐器进

行辨析。从中了解到江南丝竹中独特的艺术魅力。如下表 2。

表 2　民族乐器特点

乐器 音色特点 功能 体现在哪里？ 

胡琴 糯 一条线 演奏最主要的旋律

笛子 脆 打点点 演奏突出的旋律

洞箫 清 进又出 时而进出

琵琶 细 筛筛边 细腻、颗粒感

扬琴 暗 一蓬烟 起支持、烘托作用

小三弦 亮 打点点 打点、添线

在教学中选择了第三单元第 6 节《鼓乐铿锵》——山西鼓乐《滚

核桃》一课（如下表 3）：

表 3　问题导学

“花敲”和“干打”在乐曲《滚核桃》中体现在何处？

敲击部位 演奏花式 音色 模拟形象

鼓梆、鼓钉 敲击、滚奏、刮奏 颗粒感、干 核桃多种滚动声

鼓皮 闷击、顿击、推奏 饱满、浑厚 丰收愉悦的心情

鼓棒 交替敲击、对击 发亮、 核桃晾晒翻滚

每学年上这课时，我先引导学生简单总结鼓的演奏技法，再

利用学校之前开鼓乐选修课用过的 40 个扁鼓，让学生自己来体验

来感悟。学生在自己教学实践证明，这种“音色观”对于帮助学

生判断各区域民族音乐风格特征起到了很好的导引暗示作用，也

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民族传统音乐的兴趣，丰富了学生的家国情

怀，学生还在其中领略到鼓声中折射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质。

在高中音乐课程中，以欣赏课为主流教学，培植学生多元的

审美情操，教师要通过挖掘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对音乐文化的

理解能力、自我的吸收能力、对音乐的实践能力。教师必须不断

地寻找有效的欣赏教学方法，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寻找音乐作品中

具有 “辨识度”的知识点，培养学生分析和评价音乐的初步能力，

发展学生的家国情怀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在音乐欣赏中，让学生

自主思考，感悟理解，辨析体验，挖掘其中不同的音乐内涵，对

其中渗透的家国情怀能有所内化，不断提升自己的音乐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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