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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学公共音乐课的功能
王　卉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广东 佛山 528000）

摘要：艺术教育作为普通高等学校非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的主要价值是帮助学生去体验到音乐之中蕴含的情感，引发

学生们的强烈共鸣，进而帮助他们产生一种积极健康的心态，这对于培养高素质人才，构建和谐稳定的大学校园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尤其是在当前立德树人以及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大学更是应该借助公共音乐课程的艺术育人特点，充分挖掘其中的美育以及德

育元素，浸润学生的心灵，升华学生的思想，进而发挥出大学公共音乐课程所具有的育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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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音乐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如果教育

缺乏了音乐，那么就是不完整的。伴随着新一轮教育改革的不断

推进，高等教育对于音乐课程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并且通过设

置公共音乐课程以及选修音乐课程，来提高学生们的艺术修养。

借助音乐的力量来培养人才已经不再是一个空谈的事情。在公共

音乐课程中，教师可以借助教材或者音乐中的育人元素，比如说

音乐美或者德育元素等等，来帮助学生们向着更加全面的方向发

展。近些年来，高校公共音乐课程借助鉴赏、演唱、实践等活动

充分发挥出来了美育以及德育等特点，让大学公共音乐课程的功

能内涵得以体现出来。

一、大学公共音乐课程的内涵

大学公共音乐课程是让音乐在素质教育中发挥出育人作用的

最佳体现。对于高校大学生来讲，他们对于全新的事物抱有好奇，

也更容易去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而且很多大学生希望自己能够

拥有一项独特的艺术技能，因此他们对于音乐艺术充满了兴趣以

及热爱。公共音乐教育是大学素质教育的重要课程之一，其从小

的方面来讲，其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提高学生们

的审美能力以及情趣，协调学生之间的关系，为稳定和谐的校园

环境构建奠定基础；从宏观角度来看，音乐素养与国家以及民族

的素质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大学生是未来国家发展的生力军，

国民音乐水平的提升对于提升我国的综合竞争力有着很大的帮助。

那么什么是公共音乐课程呢？可以将其简单地理解为培养非

艺术专业学生艺术气质的课程，它的本质是人文学科，也是一门

基础的必修课程。

通过无数的实践可以证明，在大学里开设音乐课程，其发挥

出来的作用是其他专业课程所不能够代替的。纵观国内外的知名

人物，他们很多人都在音乐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俄国

著名的化学家——保罗丁，他除了在化学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以

外，还是一名非常出众的作曲家。我国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

更是在利用音乐来陶冶自己。这些案例无不证明了音乐对于一个

人的成功有着很大的关联性。

二、大学公共音乐课程的具体功能

（一）公共音乐课程所具有的美育功能

美育是指在一定目标性，有计划、有安排的通过对于各种美

的事物、美的活动，让学生们去欣赏、去创造，进而利用“美”

来唤醒学生在德、智、体、劳四个方面的进步，这样的教育活动，

便可以将其称之为审美教育，简称美育。审美教育的最终目标是

培养具有高素质、高尚人格的人才。历经千百年的发展，艺术所

具有的情感效应是育人最为有效的手段。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教育

功能，将审美与艺术联系在一起，力求塑造全面进步，自由发展

的人，以此来提升全国人民的综合素质。因此，我们可以将审美

教育简单地理解成为素质教育。在大学中，素质教育的实现主要

是依赖艺术类型的课程。

利用公共音乐课程来对学生开展审美教育是不可忽视的一个

点。音乐教育的审美教育不仅仅局限在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以及

情感上，对于人的大脑智力开发还有着一定的帮助，它可以显著

提升人的想象能力以及空间能力，这在深层次看来就是创造能力

以及逻辑思维能力，而这两种能力对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来讲

都是有着很大帮助的。音乐与社会的进步以及文明的发展是紧密

相关的，二者有着相互促进的效果，因此，想要保证大学生紧跟

时代发展的步伐，那么就应该在音乐教育上苦下功夫。

不过，现阶段，我们大部分的高校学生艺术综合素养还处于

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这直接反映出高校大学生在知识结构认知

上还存在着一定的短板。高校开展的公共音乐课程虽然不可能是

美育的全面内容，但是凭借着音乐独特的语言以及功能，让公共

音乐课程在美育发展中成为不能忽略的重要内容。同时音乐教育

还具有可感性的特点，这个特点也让它成了审美教育的重要原因。

（二）音乐教育具有唤醒情感的功能

音乐教育能够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音乐的特点决定了

它可以用情感和美来感动人，唤醒学生对于美好事物的一个追求，

进而激励着学生能够正确地对待人生，平衡内心的躁动。优秀的

音乐作品影响着一代人，比如在抗战时期，一首《打靶归来》、



004 Vol. 4 No. 11 2022教学创新

一首《大刀向鬼头上砍去》便能够让无数的抗日将士不畏生死，

力抗死敌。在现代，一首《歌唱祖国》便可以唤醒人们内心的爱

国情感。音乐可以唤醒人们心灵深处地拨动，去感悟美的真谛。

从本质上来看，美好的事物都是善良的，利用音乐作品的美来打

动人的情感，唤醒人们内心的善良，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之中加强

思想道德教育，这也是音乐教育的重要功能。

大学的公共音乐能够唤醒学生的情感这是无可厚非的，音乐

艺术本身就可以帮助人们去宣泄内心的情感。目前，很大大学生

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比如学业上的压力、情感上的挫折、

就业上的阻碍等等，这些问题导致他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心理问

题。如果他们内心的悲伤、抑郁情绪一直无法得到释放，那么很

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抑郁。但是如果在学生

情绪悲观的时候，他们可以痛痛快快、酣畅淋漓地唱一首雄壮歌

曲，来宣泄内心的不快，可以让他们更加轻松地度过困难。比如，

《隐形的翅膀》《飘向北方》《追梦赤子心》《夜空中最亮的星》

等等，这些歌曲都阐述了在面对困难的是如何坚韧不屈，利用顽

强的意志来与困难进行拼搏，激昂的旋律夹杂着雄壮有力的声音，

让学生们积极澎湃，信心十足。鼓起勇气，用内心的一腔热血来

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正是这些优美、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歌曲

以及旋律，在唤醒学生内心情感，培养学生情操方面有着无法替

代的功能以及效果。

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审美教育是可以通过艺术教育来实现的，

因此公共音乐课程不能够局限于教学本身，而是应该以审美教育

为大局观，来培养具有创造性、想象力的高素质人才。

（三）公共音乐课程具有的德育功能

音乐的德育功能主要是指音乐以及音乐作品对于人的道德品

质以及情操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在音乐教育之中渗透德育，可

以将人们的审美情感升华成为道德情感，并且付诸人的行动，从

而达到德育的目的。正是因为音乐的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对于现

实社会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伴随着现代化教育的不断发展，课程思政以及立德树人理念

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指导思想。高校公共音乐课程也要从思

政的理念入手，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进行德育。作为一名公共音

乐课程的教师，应该善于挖掘音乐学科所具有的育人元素，并将

这思想、情感充分地展现在学生的面前，让他们通过视觉、听觉

以及触觉等亲身的体验，实现思想上的熏陶，并使他们心灵可以

获得启迪，强化他们的意志。润物细无声正是这个道理。教师们

需要明白音乐教育的目的并非培养一名优秀的音乐家，而是提高

人的素质，这就说明了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育人。音乐艺术对于

人意识形态上的教育，在情感教育以及德育方面都有着得天独厚

的优势。音乐教育能够激发学生的审美意识，后者与道德情感紧

密连接，从而将道德规范向着道德意志进行转变，再从道德意志

向着道德行为的方向进行转变，帮助学生可以构建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树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公共音乐能够给予人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力量

音乐艺术可以通过对人思想产生影响，进而给予人积极向上、

努力拼搏的精神力量，进而培养人们崇高的理想以及品德。音乐

教育的这种精神教育和传统的机械化教育模式有着很大的区别，

更加形象地来讲，可以将音乐教育形式阐述为熏陶和感染。音乐

教育用生动的形象作用于人的情感，这种形式要远远比单纯的说

理更加有效，也更容易让大学生们接受。同时，音乐教育的各种

类型活动都是比较活跃、开放性的，相比于严肃的专业课堂来讲，

学生更加喜欢前者，这为音乐育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音乐

教育消除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说理框架，将被动地灌输向着形

象、具体的情感教育进行转变，有助于实现与学生的情感共鸣。

在教育过程中，相比于思政课程来讲，音乐艺术这种教育方式更

容易打动学生。

（五）公共音乐课程有助于校园文化建设

高校开始公共音乐对于校园文化建设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之所以具有此种功能，是因为音乐具有较为明显的感染力以及号

召能力。学校为学生们开设了各种各样的音乐选修课程，比如声乐、

器乐、舞蹈、钢琴等等。这些课程对于培养学生音乐技能，提升

他们的艺术情操来讲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在这些音乐选

修课程的基础上，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们成立相关的艺术社团。

艺术社团以音乐课程为基础，积极吸引大学生走出宿舍，参与各

种有益于身心的音乐活动，进而形成优质的教育氛围。

三、结语

通过上面分析与总结，我们可以发现高校公共音乐课程对于

凭借独特的语言特点以及学科特性，对于学生的综合发展有着较

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美育以及德育方面更是有着天然的优势。

正是因为公共音乐课程所具有的这些功能，为学生全面发展以及

道德品质的提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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