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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课程思政在高校音乐鉴赏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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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新时代召唤，高校教育教学中始终秉持着以德树人的教学目标，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此背景落实，是高校贯穿教
育教学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保证。以思政教育为基础，随后在各个课程中将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世界观加以引领。强化学生的
价值塑造观念、注重能力培养以及知识传授三方面的结合教学。而作为综合素养课的高校音乐鉴赏课程，在教育教学中发挥本课程
的德育功能，把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贯穿课程思政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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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介于不同的专业课程以及领域，其学科内容也是不尽相同的，

当然授课的中心内容也是不相同的，随之课程思政切入也是有所不

同的。将教学内容、课程思维以及教学手段加以综合，将课程内容

进行改变与整合，基于改革的基础上，实现高校音乐鉴赏课程与课

程思政相结合的局面[1]。 

1 新时代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性 
开展思政教育的根本，便是培养新青年的思想教育，进一提升

其积极性以及深刻认知。青年时期，总是充满着朝气与积极气息，

正面的思想教育很重要。高校教育中，围绕人才培养核心与思政教

育为准，建立教育模式，是大学生成才目标的基础[1]。将学生的思

想向思政教育内容引领，此为社会主义办学新方向。期间能更加良

好的将教书育人工作进行贯彻，也是新时立德树人的正确典范。通

过对于课程思政以及相关课程的学习，实现了对于学生的知识传授

以及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等方面相结合，在此原则上，展开对于学

生世界观以及价值观、人生观的正确树立[2]。此外，对于思政课程

的加强学习，可以有效的将学而生的接受能力以及教育效果全面体

现出来。以顺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求。高校在不断的探索下，实

现了教育改革目标的更新。现有的课程建设进行优化，教材内容进

行整改，使学习过程更加的富有政治意识[2]。 

2 新时代课程思政在高校音乐鉴赏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2.1 寓德于课，在音乐鉴赏教学中实现立德树人 

寓德于课，作为新时期课程思政的主要特点，其本质为立德树

人目标。在大众思想里，道德是对于群体的正确的准则约束，开展

道德教育不仅仅是思政课堂上的责任，而是所有课程的基本目标。

其一，将高校音乐鉴赏教学中引进立德树人目标，介于音乐自身的

博大精深，因其丰富的思政资源，为学生开拓了新的天地。借助音

乐鉴赏课堂，使学生逐渐接受道德教育与美学教育。其次，将一些

具有立德树人题材的音乐内容进行开发。介于部分音乐素材具有较

强的理论性，非专业学习在学习过程中缺乏一定的生长规律，因此，

实施音乐鉴赏题材的优化与改革是很有必要的[3]。 

2.2 人文立课，在音乐鉴赏教学中提升人文素养 

以思政教育为背景，首要的任务便是将音乐鉴赏课程中的教育

素养加以提升。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人文课程开展的程度。鉴

赏课程中，优秀的教育可以从一个素材中挖掘出其背后的故事。在

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人文素养，使学生在鉴赏过程中，也培养了

家国情怀。 

2.3 价值引领，在音乐鉴赏教学中融入价值观教育 

在实施思政教育与音乐鉴赏教育中，务必要融入社会主义价值

观。思政教育的形式是相显隐结合的状态，借助全部教育模式将思

政教育加以显现，主要的目的便是将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国家

民族观等融入各类学科教学过程中，在实施教育过程中，潜移默化

对学生的思想造成积极影响。高校音乐鉴赏中，不仅展示了音乐的

美感，还需要阐述音乐背后所包含的情感与文化[4]。 

3 高校音乐鉴赏课程思政在教学中的实施路径 

3.1 打造以德育为教育目标的课程体系 

实际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展开正面的引导，避免思政教育与基

础教育相互影响，有效的教育模式下，可以使学生的积极性进一步

提升。以专业知识为立足点，基于价值观教育的音乐鉴赏课程更能

激发出学生对于艺术的兴趣与追求。 

3.2 打造课程全过程同向同行的育人体系 

在高校教育中，始终坚持住着社会主义办学目标，以立德树人

为教育根本，将家国情怀的培养浸润在各个教学环节中。进一步开

展课程思政的建设。将音乐课堂中教学内容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进行

深入挖掘，实现了思想价值与音乐基础知识点额相融合，进而体现

出了音乐鉴赏课堂上德育功能以及育人作用。对于音乐作品的分析

与鉴赏，促使课程德育教育目标进一步实现。使思政课程的教育与

音乐鉴赏课程的教育观点形成完美的契合，立足于作品本身，实现

了音乐课程鉴赏的中心。结合鉴赏教学与思政元素，全面发挥音乐

教育过程中对于大学生德育教育的重要作用。 

3.3 打造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的衔接体系 

在音乐鉴赏课程中，主要的课程形式以鉴赏为主，相比较音乐

欣赏，程度与概念上是有所不同的。鉴赏的本意是文物、音乐作用

以及艺术品欣赏与鉴定。当其以一门课程存在时，可以将音乐鉴赏

定义为：借助音乐作品，可以将音乐艺术形象更加的形象化，易于

学生理解与接受。而欣赏的程度，则侧重于体现出个人或者一部分

群体的爱好或者是喜好，在针对部分音乐作品进行观看时，音乐欣

赏多体现为在享受中感受乐趣。相比较而言，音乐鉴赏的基础将更

加的高级，内容更加的丰富，多为以鉴别、判断为主的教学活动[5]。 

结语 
总而言之，当处于思政大背景下时，高校音乐鉴赏课程应当正

视自身的艺术教育和道德教育双重教育价值。音乐，不仅仅是一门

听觉艺术，因此鉴赏也不仅仅是一种欣赏。在欣赏的同时还具备了

对于音乐背后社会主义先进价值观以及文化意识的体现。在一定程

度上，思政教育与其他教育体系处于相辅相成的关系，各大高校开

展音乐鉴赏课程时，需要积极投入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在培养学生

良好的额鉴赏能力的同时，将思政教育融入其中，发挥好本课程的

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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