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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化背景下劳动教育在高中音乐课堂的渗透策略
王永祥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赣马高级中学，江苏 连云港 222199）

摘要：高中生的身心都处在一个至为关键的发展时期。加强高中生的劳动教育，培育劳动精神，有助于促进高中学生全面发展，促

进高中生转变劳动观念，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对提升自我劳动认知情感至为重要。高中音乐课堂是学生的情感体验课堂，在此课程中，

融入劳动教育理念，可以有效发挥课程优势，加强高中生的劳动教育，促使其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因此，在高中音乐课堂教学中，教师

要结合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强化对学生的劳动教育。对此，本文针对基于信息化背景下劳动教育在高中音乐课堂的渗透策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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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中生来说，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能否取得良好的情感

体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此课程的教学效果。对音乐教学来说，

其相关活动内容对情感体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劳动认知是情

感体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教师要在高中音乐课堂中将此认知意

识融入到教学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逐渐进入互联网与

数字化时代，使得在教学过程中逐渐普及应用了信息化技术。基

于此，高中音乐教师要借助相应的信息化技术，实现音乐教学与

劳动之间建立良好的联系，让学生能够在劳动中通过音乐的影响

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进而充分发挥音乐教学对培养学生劳动品

质的作用。

一、劳动教育在高中音乐课堂的渗透意义

（一）有助于学生劳动观念的形成

高中是学生人生中的重要转折阶段，劳动教育是培养高中生

形成正确良好劳动价值观念的重要渠道，高中阶段开展劳动教育

活动可以逐步纠正学生原有的错误理念，让学生在正确的劳动意

识影响下，让其在将来的发展过程中，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事件或

什么样的岗位，都具有热爱劳动的精神，并且能够做到尊重每一

位勤奋努力工作的劳动者。让学生真正明白劳动这一行为本身就

是光荣的，并没有高低之分。

（二）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理能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当代高中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

事项越来越少，使得大多数学生的劳动观念较为不足，这对其终

身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学校要在学生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

开展接触劳动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让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观与

劳动习惯。这一教学活动对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拥有良好

的习惯不仅可以帮助学生造就性格，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理能力。

因此，在校园开展相应的教学活动时，也要适当融入一些社会劳

动或军训等实践活动，将劳动教育切实融入到学习环境中。

（三）有助于锻炼学生体魄

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不断优化，越来越多家庭的孩子在家中

几乎不用做任何家务，尤其是高三学生，其面临着高考的压力，

在此情况下，家长更不愿意让学生将时间与精力浪费在家务劳动

上，使得高中生接触劳动这一活动的机会非常少。学校开展相应

教育活动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多参与到实践锻炼中，借助相应的活

动，有助于锻炼其体魄，让学生在面对巨大升学压力的同时，能

够以劳动事务转移注意力舒缓心情。

（四）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

在劳动的过程中，学生可以获得更好的学习体验，有助于其

将来面临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实现更好的成长。高中是学生形成

自我认知的重要时期，这些能力的培养，无一不是建立在学生形

成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对自己较为全面的认知，才能够

选择出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与专业课程，进而在今后的成长阶

段中，才能做出适合自己的正确选择。

二、基于信息化背景下劳动教育在高中音乐课堂的渗透策略

（一）立足音乐欣赏课程，渗透劳动美意识

音乐本身就是注重情感体验的抽象类艺术内容，是培养学生

意识的重要途径与手段。音乐欣赏课程是高中音乐课堂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此环节教学中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欣赏关于劳动的

作品，带领学生切实地感受作品中的场景，让学生与作品产生一

定的共鸣，进而从内心建立起正确的劳动意识。这就要求教师在

课程准备之前充分了解当下阶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并选择出适宜

课程学习与意识培养的相关素材，在课程开始时像导演一样带领

学生寻找素材中的相关细节，发现作品中的相关劳动元素，将学

生的视线放在这些元素分析上，注重组织学生在音乐欣赏的过程

中接受有效的劳动意识感染，进而实现对学生劳动美的渗透。

例如在教学民族民间音乐这一部分内容时，可以在教学中加

入一些乡土音乐，引导学生了解这些音乐的来源，让学生更加清

晰地了解民歌的意义，更加深刻体会到民歌是劳动人民的集体智

慧结晶。在此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适当引入拓展内容，让学生

了解部分民歌背后的故事，或借助信息技术为学生播放相关的影

像资料，让学生切实感受到作品中的氛围，将自己代入到其中的

某个角色中。播放完毕后，可以让学生尝试表达出观看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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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教师可以结合此歌曲的特点，引导学生编排相应的舞蹈或

体验节目，以此形式共同演绎作品内容。通过这样的教学形式，

学生不仅可以切实感受到作品所传递的情感，还可以充分理解到

劳动之美。

（二）结合音乐知识学习，渗透劳动实践精神

在相关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参与到实际的音乐活

动中，让他们带有良好的态度去感受作品情感，在相关内容知识

的学习中，感受作品的生命力，扩大对音乐文化学习的视野，并

在此环节中融入相应的劳动活动，渗透劳动实践精神。教师作为

此环节的主要引导者，可以在课程进行中播放相应的动画视频或

音乐试听，将音乐作品与学生的劳动意识培养充分融合起来，建

立起完善的教学过程，让学生在系统学习音乐知识的同时，能够

充分感受到劳动精神。

例如，乐器是表演音乐形式的主要工具，在不断发展历程中

被不断简化与精致化，使得其实现从传统生活劳动工具角色向演

奏工具角色的转化。乐器的劳动属性主要从这几点便可以看出，

一是早期乐器与工具的混合，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音乐表演生

产力的影响难以形成独立的演奏单元，而是以简单的工具在相应

的生产流程中体现。二是以特殊器物用于古代时期的特殊场合中，

包括祭祀等，而后逐渐演变为作为乐器用于集体表演活动中。在

教学音乐节奏过程中时可以借助相应的乐器带领学生参与到实践

演奏中，并将其相关演奏方法传授给学生。打击乐的形式可以让

学生很好地掌握节奏或节拍等相关理论内容，教师在课程开始时，

为学生选取一定的歌曲，让学生一边学习乐器演奏方式一边为此

歌曲伴奏，在此过程中感受到节奏的变化与情绪的波动，进而了

解到歌曲所表达的思想。在此类型的教学课程中，教师可以有意

识地选取与劳动内容相关的歌曲，例如劳动者之歌等大家较为熟

悉的歌曲，这样学生在参与过程中，可以按照歌曲的节拍来演奏，

部分学生可以结合相应的内容来编排出一些基本动作与简单舞蹈，

让学生在模仿与练习中学会与音乐的融合，进而体会到这些作品

中所要传达的思想。

（三）强化音乐舞蹈活动，演绎高尚劳动情操

高中音乐教学课堂中，除了相关知识的传授外，其相关音乐

舞蹈活动也是非常多样化的，同时也是学生进行劳动实践的重要

途径。劳动在舞蹈等表演中的符号抽象是劳动转化为音乐表演的

主要体现或者说重要内容之一，少数民族群众在自身喜闻乐见的

劳动行为中不断抽象演化使得劳动行为逐渐成为舞蹈等音乐表演

中的动作符号。但在实际舞蹈教学过程中，其学习过程并非观看

几场演出视频或演出现场，更是学习一些理论知识及其相应的肢

体语言动作，以此来传递作品中所展示的精神，可以说，在此环

节中学生的肢体动作与劳动参与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表明教师在

实际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对学生劳动意识的培养，不能过于追求

肢体协调性与柔韧性而强化对学生基本功的训练，这样很容易导

致学生肢体或肌肉的损伤，而是应该采取学生感兴趣的形式，与

符合学生肢体发展的形式入手。例如选取学生比较感兴趣的歌曲

类型，或编排出一些较为基础的舞蹈动作，这样可以引导学生，

自主参与进来在相对轻松的氛围中感受与模仿相应的肢体动作。

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农耕等传统劳动活动已经逐渐消失在

高中生的视野中，但是内化于舞蹈等音乐表演中的劳动活动仍保

留着相应特色，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可以编排出相应的舞蹈动作，

以不同肢体表达耕种中的不同阶段，以传递农耕的辛苦情境与丰

收喜悦等情感，让学生感受到传统生产时期的艰辛。另外，集体

活动形式是音乐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可以让学生在此环节

中感受音乐乐趣，教师同时可以在此形式中融入一些劳动活动。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劳动活

动被技术所取代，使得高中生的劳动意识逐渐弱化。劳动意识是

整个教学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音乐文化的基础与音

乐表演的最初符号。在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音乐的表演其本

质上均来源于劳动活动，民族的生活习性是劳动思维中的源泉。

将劳动培养与音乐表演相结合，不仅可以推动传统工艺乐器及其

相关文化的传承，还可以实现在音乐表演中对劳动行为的创设与

表现，实现劳动行为在音乐表演中的内化。加强在高中音乐教学

课堂中的劳动意识，不仅是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对民族曲调的

模仿，更是通过劳动合同找出民族音乐表演的本质内涵。因此，

可以说，音乐教学与劳动教育结合，不仅是促进高中生自身的个

人发展，更是实现对音乐表演艺术的本质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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