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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入高校声乐教学的实践探索 
姚瑶 

（内蒙古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内蒙古乌兰察布  010010） 

摘要：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更应凝聚全国人民合力，保障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高校作为高

素质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更应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将课程思政内容渗透其中，使得大学生在接受到知识层面教育的同时，更形成

正确的三观，符合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而在将“课程思政”融入到高校声乐教学的过程中，可将音乐的教化作用以及课程思政的社

教功能进行有机结合，对于提升高校声乐教学质量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边疆少数民族高校中，将“课程思政”融入到

高校声乐教学中更可提升学生的文化认同感，筑牢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文分析将“课程思政”融入到高校声乐教学中的积

极作用，并提出“课程思政”融入到高校声乐教学的实践策略，以期为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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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传统高校 展思政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理念的

影响，在教育内容和教学模式上均较为单一，仅利用理论知识灌输

的方式进行。由于思政教育的内容较多，部分内容在抽象性上较强，

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思政教育的有效性

没有得到发挥。而在“课程思政”的背景下，将思政教育与高校声

乐教学进行有机融合，可使得思政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均得以丰富，

教育质量得以明显提升。 

一、“课程思政”融入到高校声乐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一）提升思政教育成果 

思政教育作为高校中的重要教学内容，对于提升学生的思想政

治素养，树立学生的正确三观均可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高校作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做好思政教育更可

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树立文化认同感，实现民族团结。而在传

统 展思政教育的过程中，由于部分高校对于思政教育的重要性认

知程度较低，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上均较为单一，仅以理论知识

的输出为主，学生的学习态度极为被动，思政教育质量受到较大影

响。而将“课程思政”的理念渗透到高校声乐教学的过程中，由于

声乐教学的灵活性较强，可使得思政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均得以丰富，

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更使得学生在声乐学习的过程中接受思政教

育，降低思政教育理解难度，提升思政教育成果[1]。 

（二）提升声乐教学质量 

声乐教学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中也是一门重要学科，对于

提升学生的声乐演唱水平，提升学生的审美水平均可产生积极的促

进作用。而在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到声乐教学的过程中，可使

得学生与教师深度挖掘声乐教学的思政元素，提升声乐教学的文化

内涵，带动声乐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2]。 

（三）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下，信息在传播方式和传播范围上均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在 阔学生视野的同时，也使得部分不良信息和

价值理念进入到高校校园中。由于高校中的学生尚且处于受教育时

期，在社会经验和阅历上并不丰富，明辨是非的能力不强，极为容

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在价值理念上出现偏差。尤其是少

数民族地区高校的学生，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相对

落后，并且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

属于本民族的文化内容，极为容易导致其对于中华民族缺乏认同感。

而在声乐教学中渗透“课程思政”内容，可使得学生从思想方向接

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树立学生的正确三观，提升学生明辨是非能力，

树立学生的文化认同感，激发其爱祖国主义热情，促使其综合素养

的全面提升[3]。 

二、“课程思政”融入到高校声乐教学的实践策略 
（一）明确教学目标 

为保障“课程思政”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声乐教学的顺利

实施，需对教学目标进行明确，保证学生在学习声乐理论知识，提

升声乐表演水平的同时更形成正确的三观，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

养。而在传统声乐教学的过程中，在教学目标的制定上通常仅以提

升学生对于声乐演唱理论知识和演唱技能为主，缺乏培养学生情感

以及价值观的内容，这也使得声乐教学的质量无法得到提升。需在

“课程思政”的背景下重塑声乐教学目标，将思政内容以及情感和

价值观的培养作为教学目标，在提升学生声乐演唱技能的同时，也

使得学生的思政水平得以全面提升[4]。 

以《松花江上》为例，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著名爱国歌曲，在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声乐教学中作为必学内容而存在。其在曲风

上极为低沉，表达了悲愤的思想。在将课程思政的理念渗透到声乐

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强化对于该首作品背景的介绍，例如九一八

事变之后，东三省大部分沦入到日本侵略者之手，群众承担着极大

的苦难等。作者在目睹这一真实情况之后，创作出了该首歌曲。在

讲述该首歌曲的背景之后，教师可在课堂上播放有关于九一八事变

的电影，加深学生对于该首作品的认知。而在这一系列准备工作结

束之后，教师可 展正式的教学内容。由于学生的情感在背景介绍

以及影片观看中均被激发，在演唱的过程中可加入情感的内容，演

唱的感染力得以明显提升。教师可针对学生的演唱技巧进行知道指

导，使得学生的声乐演唱水平得以全面提升，更可借助思政内容来

实现学生情感体验的提升[5]。 

（二）优化教学内容 

1.爱国主义内容 

课程思政理念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进行应用的过程中，需

对传统声乐教学内容进行优化，使得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得以全面

提升。而在教学内容的优化中，可将爱国主义内容以及家国情怀等

内容渗透其中，树立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在课程思政中，爱国主

义内容是其核心内容，尤其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展教育的过程

中，加大爱国主义教育可使得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均得

以全面提升。从我国声乐发展现状来看，自声乐在我国出现以来，

家国情怀即是其重要的主题内容，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起到了

不同的激励作用。教师在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的过程中，即可选择

这些具有爱国主义的声乐作品作为教学内容，如《黄河大合唱》《我

爱你中国》等[6]。 

除表现爱国情怀的内容之外，教师还可选择表现热爱家乡的内

容来作为教学内容。例如可选择《大海啊故乡》等来作为声乐课程

思政的教学内容。而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深刻感知到作者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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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以及故乡的热爱之情，从而产生情感层面上的共鸣。 

2.传统文化内容 

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史，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

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内容，其中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在当下仍旧

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在将“课程思政”理念渗透到边疆少数民族

地区高校 展声乐教学的过程中，也可深度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思政

内容以及声乐教学内容，树立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学生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认识，从而发挥课程思政的积极作用。可选择古诗词内容进行

给教学，对于丰富声乐教学内容，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均可起到重

要的促进作用。例如可将《满江红》《思乡》《枫桥夜泊》等内容进

行提炼，将其运用在声乐教学的过程中，使得学生在演唱的过程中

感受到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7]。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价值观内容作为社会主义建设

在理念层面上的集合，对于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全方位的阐释和总结，是经济建设以及公众个体化发展的重要精神

引领。在将课程思政渗透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的声乐教学中，

即可渗透有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例如可将《共筑中国梦》

《坐上高铁去北京》等歌曲渗透到教学中，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加深

对于中国梦以及社会主义体系的认知程度，提升思政教育和声乐教

育的有效性[8]。 

（三）创新教学模式 

1.个体化教学模式 

在传统少数民族地区高校 展思政教育以及声乐教学的过程

中，教师在教学模式上均极为单一，仅利用理论知识的灌输为主，

或者利用教师演示，要求学生进行模仿的教学模式为主，使得思政

教育与声乐教学均缺乏趣味性，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在

将课程思政的理念渗透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声乐教学的过程

中，教师需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可引入个体化教学模式，结合学

生的实际情况以及思政教育和声乐教学的要求来制定出教学计划，

并利用一对一的教学模式来 展具体的教学工作，提升教学质量。

由于声乐演唱的技巧性较强，利用一对一的教学模式更可使得学生

的演唱技巧得以全面提升。教师在应用个体化教学模式与学生进行

交流的过程中，需将思政内容进行有机渗透，并将自身置于与学生

平等地位中，提升学生对于教师的认同感，促使教学质量的全面提

升[9]。 

10 合作学习模式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在当下的不断推进，教学模式也从单一的学

习模式转变为合作学习模式。学生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可实现观

点上的交流以及学生之间的优势互补，对于提升教学质量可起到重

要的促进作用。而在将课程思政内容渗透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

声乐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也可利用合作学习的模式进行。可将学生

进行分组，在讲解声乐知识的过程中要求学生利用合作讨论的方式

来共同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教师可针对学生的讨论结果进行总结，

加深学生的理解。 

3.实践教学模式 

由于声乐教学的灵活性以及实践性均较强，教师在将课程思政

内容渗透在声乐教学的过程中，也可利用实践教学模式进行。可在

班级内部围绕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举办小型的声乐演唱竞赛，鼓励学

生积极参与，并在参与的过程中接受到思政教育的熏陶。还可在边

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高校中举办各类主题类的声乐演唱竞赛，例如可

在国庆节、建军节以及建党节等举办红歌演唱比赛，使得学生的思

想道德素养得以全面提升。 

（四）打造专业教师队伍 

教师的专业水平以及思想道德水平对于提升教学质量也可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来说，在将课程思政

与声乐教学进行有机结合的过程中，也需打造专业教师队伍，在选

拔教师的过程中除需重视其专业水平之外，还需将其思想道德素养

作为选拔教师的重要标准，发挥教师的榜样带头作用，为 展教学

打下坚实的基础[10]。 

在针对已有的教师中，也需做好培训工作，在培训内容中需加

入有关于声乐的专业知识，如乐理知识、演唱技巧等内容，全面提

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同时，培训内容中还需加入有关于思想道德素

质的培养，使得教师严格约束自身言行，树立良好的师德师风，保

障课程思政与声乐教学的顺利进行。 

（五）创新教学评价体系 

在传统高校声乐教学的过程中，教学评价仅将学生的声乐演唱

技巧以及对于声乐知识的掌握程度纳入到教学评价体系中，导致人

才培养存在较大的片面性。而在课程思政的背景下，边疆少数民族

地区高校在声乐教学中，也需对教学评价体系进行创新，除需对学

生的声乐演唱水平进行考察之外，还需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提升

情况进行考核，全面评价学生在课程思政中的表现，促使学生提升

对于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真正发挥课程思政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高校声乐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结语： 
在将“课程思政”渗透到高校声乐教学的过程中，对于提升边

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水平以及声乐教学水平均可起到重要

的促进作用，更可促使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学生在综合素养上的全面

提升，有着极为积极的作用。而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需明确教学

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并打造专业教师队伍，保障“课

程思政”在边疆少数民族高校声乐教学中的顺利实施，提升教育质

量，全面贯彻落实高校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树立少数民族地区高

校学生的中华共同体意识，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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