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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课程思政与音乐教育的融合研究 
黄秀聪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思政教育和音乐教育以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中心，两者的相互交融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从而使他们更

好地了解思政教学的内涵。在整合探究中，应充分发挥音乐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使之与思想政治教学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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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usic education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as the center，the mutual integration of the two will help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the correct 

three views，so that they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the integrated 

exploration，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music cours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ake it 

complement each other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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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几年，思政教育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高校思政与其他学

科的结合也在逐步进行。思政教育应该是渗透到各个学科，以各个

学科为基本知识框架，延伸核心素养，强化思政融合。过去思政融

合其他学科进行太过于按部就班，思政教学的目的追求和实现途径

不能适应学生的实际需要。本文就如何把思政教学与音乐教学有机

地结合起来展 探讨，这也是目前音乐院校的一个重要课题，探索

创新的思政教学模式和教学战略就成为当务之急。 

一、思政教育融入高校音乐教育的作用 
（一）践行“课程思政”教育理念 

以培养民族文化为重点的大学音乐专业，承担着中国音乐教育

的重任。“课程思政”的目标是使各种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并驾齐

驱，以协同育人、立德树人为核心。思政与大学音乐教育的融合，

是对两门学科之间核心素养共鸣之处的研究，是探索两个学科之间

的联系，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方式。音乐与思政自身有着某种共同之

处，它们的思想目标都是为了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陶冶情操，通

过传授专业知识，提高思想觉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利用两个

学科之间的联系性和共通点，促进思政教学的渗透，促进音乐教育

的思维和情感的深度。二者的结合，体现了“课程思政”的教学理

念。 

（二）促进教育模式多样化 

传统的音乐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都有其不足之处。在音乐教学

中，更多的是重视技巧的传授，而忽略了其中所包含的观念；而思

政课又因其理论性较强而常常显得乏味。思政与音乐教育相结合，

必将导致二者的教育模式发生变革，而二者之间的相互结合才能实

现共赢。思政教育和大学音乐教育的结合，既体现了教育方式的多

元化，又体现在教育理念、内容、教学方式和实践形式上的多元化，

是教育形式多元化的综合创新。 

（三）改善学生思维方式激发创造力 

大学音乐教学以培养高质量、高水平的专业音乐人才为目标。

思政与大学音乐教育相结合，以学生为主体，二者结合的教育不仅

改变了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方法，还影响了学生的思想。透过整合教

学，使音乐系学生对音乐创作目标有更深刻的认识，感受其所传递

的思想感情，感悟其艺术以外的感受，并能激发其创作的创意；同

时，在思政课中，学生可以把抽象的理论知识与优美的音乐相结合，

从而使他们的思维活动得到充分的释放，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

和积极性，从而实现“音乐教育”的教育。 

二、思政教育与高校音乐教育的融合现状及问题 

（一）融合教育思想落后 

虽然当前大学音乐教育逐渐脱离了传统的教学观念，并在教学

观念、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但也存在着相当多的院

校仅注重学生的专业知识，而思想政治教育却比较薄弱。究其原因，

在于教师、学校对于专业课与思想政治相结合的教育观念比较滞后，

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结合教育对于学生的音乐素质和未来的职业素

质的影响。 

思政教学在教师方面是 放的，不同的教师对思政的认识也是

不一样的，如果他们在观念上没有足够的重视思政，那么在进行音

乐教学的同时，也不能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对课程的重视程度

不同，学生对价值观认识不足，使得教师很难把音乐资源用于思想

政治教育，更别提积极地利用音乐资源。 

（二）融合途径相对匮乏 

目前，思政和大学音乐教育仍然是单独的课程。高校音乐专业

的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仍停留在教材上，或偏向于理论性，

或借助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其整合途径单调乏味。新时期思想政

治教育与大学音乐教育相结合，应该追求艺术、审美、情感相结合

的教育形式与效果。但是，当前大学无论是在理论教学还是在音视

频教学还是演示教学等方面，都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另外，在大

学里，音乐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常常采取公 课、示范课等多种

形式，这种教学模式是二者结合的主要途径，但这种教学形式的实

施频率不高，教学环境也不具备。在公 课、示范课等 放性课堂

中，一些老师过于重视课堂气氛的营造，音乐、视频的播放甚至是

表演的介入，导致了课程的侧重点与目标发生了偏差，看似活泼的

课堂，实际上并不能将所要传达的知识和观念融入到课堂中，无法

充分利用音乐资源的价值和功能，使之变成一种形式主义。总的来

看，当前高校思政与音乐教育相结合的渠道还很少，思政教育尚未

取得预期的成效，而学生从已有的整合教学方式中获取新的思维认

识仍需进一步的考验。 

（三）融合深度尚显不足 

从学校的角度来看，许多高校作为教师团体的管理者，在组织

和指导下，没有形成一种具有浓厚的研究氛围和学科交叉的教学环

境。目前，高校音乐教育面临着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实施“融合”

教育理念，必须建立健全的“学校”组织领导和管理机制，并要层

层推进、强化、整合、创新。许多大学在这方面的努力还很不足，

造成了融合教育的滞后。 

从融合的深度来看，音乐与思政教育都没有充分发挥其自身的

潜力和多元的融合形态，其内在的理念与价值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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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高校音乐与思政结合教育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主体参与

性，但是其主观探索意识却没有被激发出来。无论对专业或非专业

的学生来说，音乐教育都是一项很受欢迎的教学活动，音乐本身具

有很强的思想涵养和道德修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学的思政

教育的实效。但是，在将二者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却没有充分发掘

出这些要素。以高校音乐欣赏课为例，教师们对其教学内容的分析

常常局限于对其进行分析，对其所包含的政治成分缺乏引导，无法

从思想上加以阐释，从而削弱了其教育作用。高校音乐教育历来注

重技术教学，国内外大型音乐比赛多以技术水平论高低，高校音乐

教师的考评中以学生参赛获奖情况作为参考，这些都是导致高校音

乐教育重技能轻思政的重要因素。整合深度不够是整合教学的关键

问题，要真正有效地解决当前高校音乐教学中技能传授与思政价值

导向之间的割裂，将思政价值融入到音乐教学之中，通过优化音乐

课程建设，提升育人效能，强化融合深度。 

三、思政教育融入高校音乐教育的策略 
高校音乐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要

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摸索。由于教育领域的差异，音乐与思政结合的

教学内容也应从多个方面进行。在前文的基础上，本文给出了如下

的整合策略。 

（一）深入挖掘音乐艺术的思政功能 

音乐具有美学和道德教育的双重作用。音乐美学是道德教育的

灵魂，它可以构建思政教学系统，使学生在音乐教学中体会到不同

的美。高校思政课与音乐教育的有机结合，需要教师充分考虑到学

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需要，充分发挥其思政作用，从音乐中发掘出

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等，并融合思政课程特有

的思辨性、哲理性特点，以此进行教学设计。 

不同类型的音乐艺术具有不同的政治职能，因此，要有针对性

地、系统地发掘和整合思政职能。例如，在爱国歌曲方面，可以选

用《黄河大合唱》、歌剧《党的女儿》、交响乐《红旗颂》等，以此

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国家意识。其中，有激情澎湃的节拍，

也有动人心魄的动听曲调。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的爱好特征，选择

适合自己的音乐，并根据自己的音乐风格和思政课程的主题找到自

己的连接点，从而使音乐和政治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得到充分地展

现，既能使学生欣赏到优美的音乐，又能使他们的思想得到升华，

从而使这些主题音乐的教育作用得到 大程度的发挥。 

另外，在大学的音乐教学中，也不乏一些关于器乐的知识。以

民族器乐课为例，老师们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情怀融入到教

学之中。比如中国的骨笛、埙、编钟等乐器，老师不但要从它们的

历史上解释它们的来历，还要从它们的弹奏中发掘出它们的思想功

能。比如《玄奘西行》这一大型的民族器乐作品，是一部以玄奘西

行的“丝绸之路”为主题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以笛子、古琴、胡

琴、琵琶、唢呐等十多种民族乐器为主要表演主题，体现了汉族、

维吾尔族和印度等音乐文化的特点，展示了丝绸之路上不同民族音

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多元文化特色。同时，通过对玄奘西游的

历史、文化、情绪的变迁，感受到时代的变迁和文化变迁，传递中

国民族的顽强精神，使学生逐渐树立起文化的信心，进而对其进行

弘扬和继承。 

（二）聚焦“课程思政”创新音乐教学形式 

“课程思政”是一种多元化的、立体的结构，要实现知识传授、

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的多元化，就需要在“课程思政”的指导下，

在“全方位”的育人体系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音乐教育的有机结

合。 

首先，采用“知识传授”和“价值引导”的双重教学模式。比

如，在合唱与指挥课上，我们将教授《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的

第六首乐章，以一首关于雪山草原的情景为主题，以红色为背景，

以青海藏族歌舞和河北蔚县秧歌为主要内容，结合乐观主义和革命

浪漫主义两种音乐主题。甚至在学习基本乐理、中国音乐史等基础

课时，也可将有关音乐作品纳入课堂教学，从创作背景、节奏、旋

律、调式、配乐等方面深入挖掘。在课堂上实行“知识传授”和“价

值观引导”的双向教育，使“音乐”与“思政”相结合，从而形成

“课程思政”的“多元化”结构。 

其次，将音乐和思想政治结合起来，在教室之外进行实践。高

校校外实践活动多种多样，应当鼓励音乐学院和有关音乐协会积极

展合唱表演、红歌比赛、传统节日音乐活动、论坛、讲座等活动，

充分发挥各学院、各专业学生的优势，引导全校园音乐与思政结合

的氛围。比如，“一二·九”红歌大赛，通过这种方式，传递出了红

色歌曲所蕴含的时代内涵和爱国情怀；在建党节、建军节、国庆节

等重大节日中，通过音乐来唤起学生心中的民族自豪感。 

（三）提升教师政治觉悟与音乐素养 

音乐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创新之路，归根结底，还得靠一线教

师。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

“以教师为核心，以全面推进课程思政”为核心。“要推动广大教师

进一步增强德育意识，找准德育视角，提高德育能力，确保课程思

政建设落地落实、见功见效”。教师在学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们的人格品质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所以，提高教师的政

治素质和音乐素质是提高其素质的关键。 

在学校层次上，要结合学校的具体情况，充分利用各个学院的

师资资源，强化与音乐教师的整合，通过培训学习、教学研讨、示

范引领等方式打造一支结构科学、层次分明、教学任务分工明确的

学科融合师资队伍，形成不同专业共同配合的教育模式。它既能增

强学科建设的特色，又能促进教师自身的发展，激发各专业教师对

思政教育和教学改革的认识。同时，要加强对教师的培养，加强音

乐、思想政治等方面的实践性教学，以增强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 

在教师的层面上，除了学校的训练之外，还应强化自身的学习，

以达到教育的相常性。作为一名音乐教师，既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

业水平，又要不断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掌握学科发展的前沿，提

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增强自身的专业素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内蕴，以音乐和思政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思考怎样将自己的思想

和思维成果“变现”。思政教师要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政治意识，提高

音乐修养，积极探索爱国音乐、励志音乐、亲情音乐等可以应用到

思政教育的音乐、音乐、家庭音乐等方面，创新教学方法，采取大

学生喜闻乐见的互动式、竞赛型、合作型等教学形式，利用音乐强

化对学生政治思想的正确引导。只有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音

乐素质，才能使音乐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结束语 
在“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思政教育和大学音乐教育

的结合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虽然目前二者的教育理念、深度和途

径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和改进，但总体上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在课程和师资建设方面，应注重对音乐艺术思想的深度发掘，并以

“课程思政”为核心，积极探索和创新音乐教学方式，以提高教师

的政治素质和音乐素养为目标，把思政与大学音乐教育有机地结合

起来，推动“课程思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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