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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与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的融合实践研究 
栾淏琳 

（烟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65600） 

摘要：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国家从素质教育的高度将美育列入国家教育方针，肯定了美育在青少年人格培养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在学前教育的专业发展中，应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美育的全过程，构建科学的美育课程体系，

以音乐教育为依托，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审美情趣与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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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提出教学中“要以提

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为目标，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人、以

美化人、以美培元，把美育纳入学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并要求各

级学校加快艺术学科创新发展并丰富艺术实践活动。美育作为完善

人格，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学科教育，应在学科发展与人才培育中受

到重视，并通过探索科学完善的美育课程体系，提升青少年一代的

审美力。 

一、美育在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意义 
学前教育专业以培养具有良好思想道德品质，丰富的理论知识

与实践教学能力的优秀幼儿教师为目标，毕业生作为适龄入学儿童

的第一任教师将对孩子的身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学前教育

专业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除了注重专业技能以外，还应注重审美教

育，即通过自然美，艺术美与社会美的途径，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

进行情感的陶冶，以达到塑造健全人格的目的。 

（一）审美教育能够促进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 

美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艺术技能的培养，更重要

的是审美世界观的培育。通过审美教化能够促进青少年树立正确的

审美态度，学会与社会与他人和谐共处，通过欣赏美的事物，学习

美的理念来引导学生认识和分析问题，从审美的角度观察和理解事

物，避免被社会中庸俗的事物及观点所影响。以美育人、以文化育

人，潜移默化的对人实施情感道德教育，以此来增加学生的专业认

同感，使其真正热爱学前教育专业，肩负起为祖国培养下一代的责

任。并通过把审美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来提高学生思想认识，

约束其行为规范，从而达到立德树人的作用。 

（二）审美教育能够提高青少年的文化修养，培养生活的艺术

家 

席勒曾提出美育是使人具有精神文化修养并真正禀赋人性的唯

一途径，并将美育同人的情感与自由紧密相连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审美教育作为感性教育，能够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

指导人们审美的生存，培养青少年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从而使之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愉悦。美育能够使青少年在欣赏美与

创造美的过程中成为具有健康审美态度的生活艺术家，即能够以和

谐发展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与他人。 

（三）审美教育能够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类素养的

提高 

审美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及审美趣味的人，通过审

美教育，人们对美的观念会潜移默化到自身的行为习惯中，体现在

日常生活工作中。并非所有的社会认知都是科学认知，人类素养的

提高更需要审美教育的感化，这是课本知识和科学知识不能完全涉

及的。审美教育能够陶冶青少年高尚的道德情操，培育青少年深厚

的民族情感，使其拥有开阔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美育作为人类精

神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社会文明的建设与发展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学前教育专业的美育实施现状 
2018 年国家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

定》，十分明确地把美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

将其纳入到了素质教育的大范畴，表明了美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途

径和内容，同时又特别强调了美育对其他方面教育的渗透和影响，

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美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各地院校也在积极

响应国家政策，落实推行美育课程。其中艺术教育成为实施美育建

设的主要手段。 

（一）依托艺术教育，落实开展美育课程 

目前各地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大都以艺术课程为依托对学生进

行审美教育。学科专业设置中包含了一定比例的艺术类课程学时，

旨在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潜移默化的接受审美教育。通过开设艺

术理论，艺术鉴赏等专业课程对学生起到审美教化的作用，力求通

过艺术教育来提高学生的审美与人文素养，在学前教育专业美育实

施的过程中肯定了艺术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二）美育教学手段较为单一，实施方法不够灵活 

目前学前教育的美育课程是建立在满足基本教学的基础上开设

的，过多的依赖于知识理论的讲解与表层美育思想的传授，尚未深

刻的挖掘课程中的美育内涵，特别是美育与思政的融合、美育与德

育的融合等。此外，院校美育的实施除了依附于课堂教学外缺少更

为丰富的传播形式。教学中依赖传统的课程讲解，实践课时占比较

少，校园艺术活动形式也不够丰富。因此目前学前教育专业的审美

教育方法略显单一，缺少较为完善的实施方案。如何丰富美育手段

及更好的在学科知识中融合美育理念是值得我们不断探索的问题。 

（三）美育课程评价体系不够完善，缺乏合理的美育监测机制 

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各个院校及学前教育专业都在积极开展

美育工程，研究适合院校专业发展的美育课程。但是各类院校较少

出台明确的美育实施方案，确定美育具体实施过程中的责任分工。

也没有较为明确的美育评价制度，只是从主观上推行美育课程，没

有客观细化的美育考核标准。因此想要更好的发挥美育的育人作用，

保证美育课程的可持续发展还需建立起更为完善的美育质量监测和

督导制度。 

三、音乐教育是学前教育专业实施美育的重要手段 
音乐审美教育是“以人为本”和“以审美为核心”的育人过程。

在培养人的高尚情感及审美趣味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通过构建

人的审美心理结构，达到陶冶心灵和塑造人格的作用。因此音乐审

美教育在教育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音乐教育能够培养青少年良好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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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育是审美课程中感性教育的一部分，在音乐教育中，审

美主体能够从审美对象中获取情感体验，通过可听可感的艺术作品

提升青少年的艺术认知，培养审美情趣。音乐作品能够塑造艺术形

象，使欣赏者产生共鸣，并在音乐美育的过程中产生愉悦的情感体

验，使人在精神上产生美感。音乐审美教育以音乐为媒介向青少年

传递正确的价值取向，使人们在感知和理解音乐的过程中形成良好

的审美态度，在欣赏音乐美的过程中提升青少年的艺术修养与审美

情趣。 

（二）音乐教育能够带给青少年较好的审美体验 

音乐美育能够培养青少年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并通过审美实践

提高审美能力，强化审美体验。叔本华曾提出艺术是人生的花朵，

艺术创作同现实生活相比是一种上升、加强和更完美的发展。音乐

教育相比于其他美育形式将更加注重审美主体的情感体验，通过音

乐创作与实践增加审美主体的参与感，使审美主体在实践中完成知

识内化，增强审美能力。 

（三）音乐教育能够提升青少年的道德艺术修养 

音乐美育具有社会教化作用，能够通过塑造音乐形象来刻画客

观事物，表达思想感情，传递社会理念。在音乐审美的过程中，喻

礼于乐，以乐育人，能够将人从凡庸的生存之域提升至尽善尽美的

理想之境。音乐作品的展现与社会意识形态紧密相连，音乐艺术在

反映现实的同时也在启迪着人们的心灵，通过审美主体对音乐的想

象达到审美目的，使受教育者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受到美的熏陶。

同时美育与德育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音乐作品在传递思想理

念的同时感化受教育者，使其形成思想内省，从而提升道德修养。 

四、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与美育的融合实践策略 
音乐教育是美育的一部分，是实施美育的主要手段和基本途径。

通过音乐教育可以影响人的思想情感、思维品质、并增进知识技能。

在国家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到

要科学的构建美育课程体系，学校美育课程建设要以艺术课程建设

为主体。因此在学前教育专业中以音乐教育为依托，构建科学的美

育课程体系是美育建设的重要工作。 

（一）明确教育目标，加强课程审美体验 

教学中应注意激发学生感受美、表现美的情趣，通过音乐作品

的赏析学习丰富其审美经验，加强其审美体验。在课程的设置中从

美育的角度出发，按照美的规律设计课程教学、明确学习目标与人

才培养目标，引导学生参与审美建设，用音乐启发学生的想象力与

创造力，以审美和人文素养为核心，结合音乐学科理论深刻挖掘美

育思想，在提升学生审美能力的同时加强思政教育，力求美育与德

育的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学生素质。 

（二）优化课程体系，提升审美教育质量 

根据学前教育专业设置的特点加强专业建设，优化人才培养方

案。协调好音乐技能课与音乐理论课程的课时，避免过多的强调音

乐技能从而忽视艺术素养的培育，增加艺术实践课时，提升审美教

育质量。音乐教学课程中美育思想的构建要有连贯性，不能只体现

在某一门课程或某一学期的课程中，要整体规划，课程内容要适应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特点，积极探索创造具有时代

特征、校园特色和学生特点的美育活动形式。建立合理的课程管理

体系，上好普修课，开好选修课，使音乐美育课程开设的合理有效。 

（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高艺术实践能力 

审美教育不能只局限于课堂教学，同样渗透在校园文化中。课

堂教学中的音乐课程是为了培养学前教育专业理论技能而设计的，

但第二课堂的内容不局限于教学大纲，我们可以通过第二课堂的教

学丰富学生的艺术文化，作为课堂内容的补充，强化艺术体验，提

高艺术实践技能。同时鼓励学生参加音乐社团活动，通过音乐活动

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增强其审美体验，使学生在感受实践音乐的

过程中提升艺术素养。 

注重校园文化环境的育人作用，定期举办音乐展演，指导音乐

社团活动，传播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

高学生的学习热情与积极性，通过校园艺术实践引导学生发现自然

之美、生活之美，同时在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传播美，创造

美。 

（四）建立合理的美育评价机制，强化审美教育效果 

美育在学前教育专业的实施推广不仅是主观的意识行为，还应

建立起客观科学的监测督导制度。教学中要用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

来监测学生的学习情况，加重审美考核比例。注重学习目标分层评

价：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因材施教，制定不同的学习目标，根据目

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提倡学习过程评价：针对音乐课程的学习，

进行分学期分阶段考核，注重学生的平时表现，加强过程性评价比

重；侧重成绩考核评价：根据学习情况，进行期中、期末考试，形

成学习的结果性评价。 

同时注重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机制，丰富音乐社团与第二课堂的

教学考核方式，通过举办音乐会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更

有效的参与到学习中来。定期举办美育学习成果汇报，给学生提供

展示自己的舞台，监测学习成果的同时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五）及时反思教学，保证美育课程的有效开展 

通过教学考核及时反馈教学效果，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

接受能力，适时调整美育授课计划，提高美育教学质量。研究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群体对音乐审美的接受能力，在音乐课程中选择学生

容易接受的方式传播美育思想，优化美育教学方式，通过探索教学

模式确保美育的有效实施。 

在保障课程建设的同时还要注重师资队伍的优化。教师作为审

美教育工作的实施者，对审美受教育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院校在教学中应创建一支职称结构合理，专业知识扎实的教学团队

共同开发美育课程，承担美育教学研究，优化教学方法，提升教学

效果，保障美育课程在学前教育专业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学前教育专业的育人工程离不开审美教育，美育的实施

可以凭借音乐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对受教育者实施情感道德教育，使

青少年树立美的理想和情操。在学前教育美育建设中，要加强专业

艺术教育课程建设，不断建立起音乐课程与审美教育之间的联系，

在提高学生艺术修养的同时，引导青少年确立审美的世界观，以审

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与他人。 

参考文献： 

[1]曾繁仁.现代美育理论【M】.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6.4.1 

[2]王次炤.音乐美学基本问题【M】.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1.7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S】.2015.9.5 

[4]吕波.以美引趣 立美育人【J】.护花春泥 

[5]陈静怡.美育之于学前音乐教育的几点思考【J】.艺教论坛，

2021.4 

[6]宁薇.中国高校美育研究的现状及展望【J】.天津大学学报，

2011.11 

[7]高宏宇.音乐审美教育的理论和实践【D】内蒙古大学。2013 

[8]席海晟.浅谈审美情趣的培养【J】.都市家教.下半月，2012.01 

注：本文为山东省艺术教育专项课题项目研究论文，项目编号

L2021Y10290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