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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中职幼儿保育专业音乐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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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职幼儿保育专业的培养是为我国培养出高素质的幼师而设立的。中职幼儿保育专业人才的培养，既能丰富幼儿园“两

教一保”的师资队伍，又能促进我国中职保育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音乐是本学科的一门重要课程，它既要保证学生的专业能力，

又要根据教师的职业素质要求，充分发挥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使之与课程教学相结合，以达到“以人为本”的教育目的。本文就

中职幼儿保育专业音乐教学中的“思政”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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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ining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protection and education specialty is set up for our country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kindergarten teachers. The cultivation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care professionals can not only 

enrich the teaching staff of kindergarten, but als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care. Music is an important course in this subject. It should not only guarantee students' professional ability, 

but also give full play to teach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according to teachers' professional quality.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in music teaching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protection 

and education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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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职幼儿保育专业的音乐课是一门专业化的课程，大部分教师

更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以适应学生将来的工作需

要，而在中职幼儿保育的基础上开展思政教育，很多老师在教学过

程中缺乏思考，思政教育是一项长效工程，每位课任教师都是思政

人员，思政教育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在潜移默化中达到

立德树人的目的，为此，音乐教师必须不断地探索，不仅要有良好

的专业素养，还要具备优秀的思政教育能力。 

一、音乐课程思政内涵及作用 

上海市委于 2014 年提出了“课程思政”，旨在把“思想政治教

育”的理论知识、价值观念、精神追求等内容纳入“课程”，从而在

不知不觉中改变学生的学习观念和行为方式，从而达到“以人为本”

的教育理念。音乐课程的思政是在音乐教学中贯彻这种思想的一种

学科实践，它应突出“育人”的培养目标，实现“多种课程的结合，

为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杰出人才”。在这一背景下，音乐教师要加强

思想政治教育，把“重知识、轻技能”的结果导向向“以德育为中

心”的过程导向转化为以“以德育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中职幼儿保育音乐教学的现状和问题 

（一）音乐教师对学情了解不到位 

部分学生在小学、初中阶段学习成绩差，受到学生、老师、社

会的歧视，在学习中容易产生焦虑、自卑等心理问题，而在音乐教

学中，教师对学生的学情了解往往不到位，仅依据教学目标对学生

进行要求，这在无形之中加深了学生的消极情绪，也难以使得学生

在学习活动中获得成就感，也难以使得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获得成就

感，从而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性。 

（二）音乐教师“重技能，轻思想” 

中职幼儿保育专业音乐课教学中，许多教师注重的是学科的培

养，而忽略了德育的渗透，缺乏应有的关注。许多教师的音乐素养

都比较高，但他们对音乐教育的理解还不够深刻，缺乏有效的德育

方法，致使他们无法把立德树人的思想与教学相结合。中职幼儿保

育师资队伍素质较高，但对于音乐教育和中职幼儿保育人才培养的

内部关系还未做深入的探讨，实际教学中多注重音乐专业技术的训

练，而对“德树人”、“思政进教室”等问题却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

毕业生就业后难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职业能力的欠缺。 

（三）教学模式单一，思政元素融入缺乏 

中职教师在完成课程和音乐教育的有机结合后，应在教学方式

上进行改革：根据《课程思政》的相关规定，以音乐材料为载体。

但是，在实践中，老师们还是倾向于“理论授课”，他们更倾向于“照

搬照抄”教科书中的课程思政知识和音乐知识，而不愿意从自己的

理解出发来解读音乐作品中的思政知识。有的老师还把思想政治教

育与音乐教学分开，在适当的时段进行音乐教学，其余的时间用来

讲授课程的思想政治。课程思政的作用被无限削弱，而学生又不愿

积极地参与到课程思政建设中来。在教学实践中，“课程思政”逐渐

从音乐课堂中分离出来。就中职幼儿保育专业而言，其音乐教育的

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够掌握相应的技能，而很多老师仍采用讲解、

演示、练习等方法，师生互动较少，学生的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不能有效地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在课堂上感到枯

燥乏味，从而使学生感到厌倦。同时，教师在音乐技能教学中缺乏

对“政治”要素的深度挖掘，导致了“思政”教育的缺失。 

（四）教学内容缺乏思政元素 

传统的音乐教学方法大多局限于单一的教学方法和音乐理论的

内容，在这样的传统课堂中，老师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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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起学生的反感。目前，许多教师仅仅关注教学任务的完成，而

忽视了在这种教学过程中学生能否获得提高的问题，从而使他们在

进入职业领域后具备了一定的专业技能，但是他们的政治意识和信

仰意识还不够坚定，从而影响了他们的长期发展。在实施课程思政

时，由于教师无法从课堂内容中提取相关的思政要素，而许多教师

本身的思想意识又不高，因而许多中职教育的内容普遍缺少思政要

素。 

三、中职幼儿保育音乐教学融入思政元素的对策 

（一）理解学生，健全人格 

中职教育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做事，无论将来

要做什么，都要接受良好的教育，让自己的人格变得健康，这样，

将来进入社会，才能真正的热爱自己的工作，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做出自己的贡献。作为一名音乐教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在

整个教学过程中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从学生的视角，掌

握他们的思想动态，把思政教育和课堂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研读方案，德育浸润 

职业学校教育专业人才培训计划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而制订

的。而作为一名职业老师，他们常常把自己的培训计划和自己的课

程内容联系起来，不会认真地去阅读。然而，要实施“课程思政”，

最重要的还是老师，只有在对人才培养计划进行全面的研究之后，

才能真正理解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才能更好的确定自己的培养对

象。同时，教师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专业背景，

指导学生把自己融入幼儿保育专业学习中，从而达到国家、社会、

公民的价值追求，并在教学活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三）学科优势，尽力彰显 

在中职幼儿保育人才计划中，音乐课的定位是以专业课程为导

向，并与教师的工作发展需要相适应，因此，音乐课的教学也是决

定学生是否能够胜任幼儿园保育工作的重要依据。通过音乐教学，

既可以让学生感受到美，表现美，创造美，又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

音乐素质。音乐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魅力，在音乐课程中引入思政

的因素，可以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四）音乐作品中挖掘传统文化 

中职幼儿保育的音乐课是一门专业方向的课程，所以在教学中，

老师要让学生学会欣赏、分析、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这样才能把

思政的思想渗透到音乐作品的类别和赏析之中。在教学中，首先要

让学生对当地的音乐作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这样才能让他们在欣

赏的时候与作品产生共鸣，进而提高教育效果。中职幼儿保育专业

作为一门面向幼儿教育的专业，在适应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前提下，

积极开展音乐、歌唱、舞蹈等技能的教学，是十分必要的。但是，

音乐思想教育的覆盖面很广，为了培养和指导学生的思想品德，必

须把美育和德育结合在一起，让他们通过歌声来体会音乐的美妙，

从而升华自己的思想。声乐课是中职幼儿保育专业的一门基础课，

它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掌握呼吸和发声的技巧，其中大部分的曲子

旋律优美，表达方式丰富，教师可以运用声乐教学来强化学生的情

绪体验，激发他们的共鸣，从而达到课程的思政目标。比如，老师

在引导学生进行呼吸、发声训练之前，可以让学生看一段有关声乐

和政治因素的短片，并进行适当的提问，使学生在听、说、读、写

等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融入到课堂思政的氛围中。而在练习的时候，

则从《共和国之恋》、《故乡的小路》、《摇篮曲》等音乐中选取合适

的声乐问题，引导他们去实践、去探索，让他们在解题的时候，学

会正确地控制呼吸、科学的声音，并掌握基本的乐理，从音乐的旋

律、节奏等感受到课程思政。 

（五）技能训练中浸入工匠精神 

中职学校保育的学生，很多学生的音乐底子比较弱，学习习惯

也比较差，所以很难专心做一件事，一旦碰到难题，就会轻易地放

弃。在教学中，音乐老师可以让学生在技巧上不断的进步，比如钢

琴课，老师可以让学生从浅到深，不断的练习，逐渐的提升自己的

演奏技巧，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培养出自己的艺术水平。通过持续

的技术培训，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毅力、勤奋、永不放弃的精神，

为学生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六）加大对教师的培养力度，提高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程

度 

中职学校的教师要认识到，学生的思想品德认识是关系到民族

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加强对大学生的立德树人教育，要有分

层的讲授课程思政等内容，以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此

外，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教育部门来评估教师的课程思政活动，并定

期召开各种研讨会，让老师们相互学习、相互监督，让授课的老师

们能够与老师们分享，同时也能为老师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让每个老师都认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从而促进学生的成长，为

国家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总结： 

课程思政是近些年来提出的一个较新的概念，中职院校由于其

本身所面临的学生层次较差，因此在很多教学活动开展中都会遇到

一定的阻力，本文就中职幼儿保育的音乐课程教学为例，探索如何

在中职院校专业课程展开课程思政，中职音乐教师要树立与时俱进

的思想观念，充分认识到课程思政的价值，探索把课程思政与音乐

教学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希望借此为

其他同仁提供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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