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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艺术，是人们情感在现实生活中的表达，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艺术的形式多种多样，合唱也是其中

之一。合唱艺术具有参与人数多、普及性较强、团队配合度较高的特征，被广泛推崇于高职院校培养学生

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方面。本文通过对当前高职院校合唱艺术中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合

适的解决方案，最后来讨论合唱艺术对高职院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的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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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发挥着重要的教化作用。从商

周时期，便有了礼乐制度，用以维护周王朝的统治；也有
诗人用音乐来表达情感。音乐，从来都不仅仅是供人们欣
赏、消遣的一种娱乐活动，其中也深深蕴含着人们的情感，
是人们表达内心世界的一种手段。高职院校爱国主义教育
的实施，需要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为前提，通过合唱艺
术对学生宣扬红色精神，培养爱国主义情怀。 

1  高职院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的现状 

通过对各大高职院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情况的研究
分析，总结出当下普遍存在的几个问题： 

1.1  高职院校的学生对音乐教育的认知不够 
日常生活中，流行音乐、古典音乐、摇滚音乐、乡村音

乐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几种音乐形式，音乐主要的作用也是用
来欣赏、放松。对于合唱艺术可能知之甚少，所以学生们在
选择专业时，往往会忽视音乐专业，认为其除了发展音乐歌
手外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也正是因为学生们对音乐这一
专业的认知没有达到一定高度，从而导致想通过合唱艺术实
施爱国主义教育这一决定无法从根本上发挥作用。 

1.2  高职院校合唱专业教师缺乏 
一名合格的合唱教师，必须要自身需要具备过硬的专

业知识，还需要其具有很强的共情能力和团队协作的能
力。音乐是情感表达的载体，而合唱中更是表达出了许多
强烈的情感。一名优秀的合唱教师，就必须能够体会到合
唱中想要传递的内容，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同时，因为合
唱是考验团队协作能力的活动，又要求教师必须具备一定
的指挥能力，只有同时具备了以上三个要素，才能创作出
好作品，这也是合唱缺乏专业教师的原因。 

1.3  高职院校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缺乏重视 
学生的专业素质如何，始终是高职院校培养学生的最

主要目标。通过期末考试、参加比赛的方式，对学生掌握
专业知识的程度严格要求。对学生为人处世能力的培养紧
随其后，人们总是把大学比喻成一个小社会，而学生会、
各种社团组织就是组成这个小社会的各个要素，学生们加
入其中，就是对其个人素质的培养。最后，才是对学生情
怀的培养，且培养过于形式化，并未产生实际效果。 

2  高职院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问题的解决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采取如下解决措施： 
2.1  强化对学生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 
高职院校实施爱国主义教育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

情怀为根本。学校可以通过举行主题宣讲、场馆参观等活
动，让学生们深入实地感受爱国主义文化的熏陶，融入实
情实景当中，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同时，还可以举办一些
以学生为主题的演讲、微视频制作活动，让学生自觉了解
红色文化，增强爱国主义情感。 

2.2  强调合唱艺术的重要性 
作为一种悠久的、高尚的、具有极高审美的艺术载体，

同时又是一种新生的、进步的、符合广泛民众需求的大众
化的多声部音乐艺术形式，合唱艺术具有悠久且厚重的历
史积淀，能传承上千年，也凭借其独一无二的艺术魅力。
在各个高职院校，都应当强调合唱艺术的重要作用，明确
合唱艺术的地位，让学生们意识到合唱艺术并不是一项冷
门艺术，而是蕴含着滚烫文化的文明传承。 

2.3  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实际培养爱国情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合唱艺术对高

职院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成果优良的标准。要让学生们真
切地感受到爱国精神、爱国氛围，多开展以爱国主义为主
题的合唱活动，通过形式上的活动提高学生们对合唱艺术
的认知层面，让学生们更加透彻、清晰地认识到合唱艺术
的作用，以达到在高职院校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 

3  合唱艺术对高职院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的作用 

3.1  厚植学生的爱国情感 
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的人文、群体、文化等具体事物或

概念物化事物的熟悉感、归属感和认同感是爱国主义形成
的基础，对国家概念的认同是从个体自然属性中对内在安
全需要的要求，而后延展到社会属性演变而来的。合唱艺
术大多蕴含着深厚而又浓烈的感情在其中，爱国主义教育
在高职院校的实施，可以充分借助合唱艺术的这一特色去
发挥作用。合唱作品和形式百花齐放，可以从中挑选蕴含
着爱国主义情怀的合唱作品用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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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英雄的黎明》《歌唱祖国》等作品。让
学生们对这些作品进行表演，不仅仅是让同学们学习这些
作品的表演方法，更重要的是要让同学们了解到这些合唱
艺术作品中蕴含的丰富的情怀，以及所体现出的爱国精
神。在对这些作品的演绎过程中，在合唱教师的指导下，
使学生们能够融入合唱作品当中，将自己置身于歌词里，
想象自己就是这个作品的一部分，将自己的情感与作品相
结合，让学生们能够身临其境地体会当时的情景。长此以
往，在不断地反复练习的过程中，红色文化、爱国主义文
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们，自然逐渐就在意识中形成了
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为爱国主义教育在高职院校的实施
打下坚实基础。 

3.2  牢固学生的爱国意识 
爱国主义意识教育是在正确掌握国情和爱国主义的

认知性教育的基础上，从逻辑思维上帮助独立个体理解和
接受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个体要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
原因的过程。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传承下来的最重要的品
质就是团结、爱国。无论是古时候抗击倭寇，还是近代抗
击西方侵略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华民族始终
坚持的理念，始终团结在一起，同仇敌忾，才击退了侵略
者，取得了民族独立。由此可见，爱国精神作为一种精神
力量，鼓舞着中华民族不断前进。对于当代青年学生来说，
更要注重对爱国精神的培养，这种培养是在感情层面上
的，贯彻到精神理念上的培养。通过合唱艺术，让学生们
在练习或表演的过程中，感受到合唱作品中所表达出的精
神，感受到革命军同志们横跨鸭绿江时的雄赳赳、气昂昂；
让他们感受到祖国母亲在人们心中如黄金一样千斤重的
地位；让他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为祖国复兴、富强所做出
的巨大贡献，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合唱艺术能
够更好地向学生传达这种情感，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通
过合唱，带给学生们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爱国表达，更加
重要的是将他们与作品相融合，只有爱国主义教育在高职
院校得到全面的实施，才能保证以后在社会上的群体都是
爱国精神的承担主体，才能将人们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团
结在一起。 

3.3  实践巩固爱国精神 
协调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是爱国主义的核心，这种协调

既体现在个体和社会的思维意识当中，也直接通过个体的
践行内容来实现。判断和引导学生进行实践行为是高职院
校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保证爱国主义在实践层面的
实现，需要解决爱国主义行为的界定以及怎样践行爱国主
义等问题。合唱作为一种实践性较强的艺术形式，需要学
生们通过反复的排练和表演进行实践。而这个反复实践的
过程，就是巩固学生爱国情怀和爱国精神的过程。首先，
合唱艺术的实践可以锻炼团结协作能力。合唱是一项很考
验团队协作能力的活动，想要展示出完美的合唱作品，就

必须在节奏、音色、情节、情感等方面配合的天衣无缝，
通过对这些方面的不断练习能够促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
作能力，增强学生们对集体荣誉感的认知。其次，合唱为
高职院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平台。合唱是一种面
向大众的艺术形式，其作用的群体不仅仅是音乐专业的学
生，而是高职院校的全体人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合唱活
动中，这无疑是为高职院校实施爱国主义教育创造了条
件，可以让更多的学生通过合唱艺术来了解其中浓厚的爱
国主义精神。如此看来，合唱艺术所面向的和接受的群众
的广泛性，以及其本身蕴含的文化氛围，都为高职院校爱
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优秀的实施条件。 

3.4  将爱国主义融入自身 
经历过前面的情感作用、精神作用和实践作用三个阶

段，接下来发挥最关键作用的一个阶段就是将爱国主义融
入自身的自我作用。最后增强和消化自身爱国主义信念的
过程综合起来就是自我作用，个体的自我反省和思考在这
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在个体内部形成的对客观世界的反
思和沉淀的知识性、逻辑性、实践性的教育，个体对于自
我主观意识的重建共同构成自我作用。同时，自我教育在
承接上起到“起承转合”的作用，个体下个阶段意识教育
的起点高度由接受过自我教育后形成的个体认知决定。合
唱艺术对将爱国主义融入到学生自身之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我们都知道，人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向前进步，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能够及时反思，寻找并正视自己的不足，并加
以改正，如此才能够得到更好地发展。而爱国主义教育的
实施也是如此。没有哪一场的合唱作品的演出是一蹴而就
的，想要有最完美的表演形式，就必须要经过不断地纠错
改正，而这种不断地改正，也是对高职院校学生心性的磨
砺和考验，也正是因为这种不断地检验过程，才能够让学
生们、让合唱参与者们更深入、透彻的感受合唱中表达出
的爱国情怀，同时，也是让学生们将最好的效果呈现给观
众们，将作品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只有让
高职院校学生们接受爱国主义文化、艺术的熏陶，让爱国
主义深深烙印在学生们的意识中，才能推动爱国主义教育
在高职院校的实施中产生最优成果。 

4  结语 

综上所述，爱国主义教育的形成是一个由“知识—逻
辑—实践—内化”共同构成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合唱艺术
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有着密切的关联，以合唱艺术为载
体在高职院校实施爱国主义教育，对树立学生的爱国意
识、引领学生贯彻践行红色精神、将爱国情怀融入到学生
自身当中，对国家培养红色有志青年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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