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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音乐器乐教学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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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学院音乐学院  内蒙古赤峰  024000） 

【摘  要】在当前的课程思政教育背景下，高校音乐器乐教学管理工作需要适当地引入思政元素，来实现对学生思想

价值的正确引导，实现学生长远、稳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音乐教师需要有效地提高专业课程与思政元

素之间的衔接度，确保将两者进行有效地教学结合，以此来提高相关教学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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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音乐乐器的教学工作需要结合

对应的思政教育理念，侧重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提高

学生的创新意识，增强学生的学习毅力，陶冶学生的学习

情操，实现对学生全方位的教学引导。 

1  高校音乐乐器教学中课程思政的渗透状况分析 

在当今素质教育的倡导下，各学科各专业的教学工作

都需要有效地渗透思政教育元素，实现对学生思想认知的

有效引导。虽然在当前大部分高校的音乐乐器教学中也有

效地融合了课程思政教育，并且也取得了相应的教学成

效，但是相应的教学工作仍然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对于当前的大部分高校而言，学校还未有效地

推出课程思政教育机制，大部分专业教师对于思政教育工

作还存在概念不清晰，目标不明确的认知状况，从而使得

对应的思政教育执行力度不大。其次，在具体的课堂教学

环节，音乐教师对于思政教育与课程教育之间的衔接度把

握不精确，很容易出现在相应的课堂教学中过分强调思政

教育元素或忽视课程思政教育内容的现象。 
同时对于当前的教师而言，大部分教师在进行课堂教

学期间，往往只关注对学生实施的专业教学内容，或多或

少存在忽视课堂教学工作中融入思政教学的任务，使得现

有的课堂教育与思政教育存在相脱节的状况。另外，教师

在对当前的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教

学方法相对较为单一，并且音乐教师不具备较高的专业素

养，容易导致学生在对音乐课堂学习的过程中不具备较高

的积极性。相应的课堂教学无法提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从

而使得教师在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期间，相应的专业知识与

思政教育存在不匹配的现象，导致学生无法对相应的课程

思政教学元素进行有效地学习和掌握。针对当前音乐乐器

教学中长笛乐器的思政教育工作，音乐教师应当确保相关

教学工作具备针对性和侧重性，将长笛教学中所具备的思

政元素与课堂教学进行有效地融合，提高相关教学工作所

具备的实践教育价值，实现对学生精神思想的有效引导。 

2  在音乐乐器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工作的作用分
析 

在当前高等院校的音乐教学工作中，结合相应的思政

教育工作与音乐教学工作具备与其他学科不能比拟的教

学优势，将两者进行有效地结合，能够全方位提高学生自

主学习的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陶冶学生的思想情

操。尤其是在针对长笛乐器的课程思政教学工作中，相应

的课程教学对学生的专业知识理论与实践技能都具备较

高的要求，在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中渗透思政元素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2.1  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在当前的课程思政教学工作中，音乐教师应当结合长

笛所具备的独特教学魅力来吸引学生学习的兴趣，进而实

现对学生学习自主性的有效提升。在当今素质教育工作

中，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对于学生后续长远、稳定的发

展有着较大的现实意义。学生通过高效率的自主学习才能

够收获到更多的知识。教师在长笛教学过程中，应当引导

学生进行高效率的自主学习，而为了达成这一教学管控目

的，教师可以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帮助学生解决在长

笛学习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大部分学生在练习长笛

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找不到相应的音调和感觉的问题，而

面对这一状况，自主学习能力相对较强的学生便能够给予

相关问题有效的解决策略，如在弹奏长笛的过程中，学生

的坐姿不正确，缺少日常的练习工作，对于长笛乐器的节

拍掌握不精准。 
2.2  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 
在当前的长笛教学工作中，教师需要有效地提高学生

的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学生在具

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之后，在其往后的工作学习过程

中，能够为其带来较大的优势。乐器课程与乐理课程有相

应的差异，尤其是在长笛乐器的教学工作中，学生需要记

住大量的知识理论，同时长笛的弹奏技巧以及相关知识内

容也相对较为固定。在相关乐器的教学工作中，学生既需

要掌握理论知识，同时也需要具备较强的实践技能。通过

大量的实践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而且不同的曲目经过不同乐器演奏，也会产生不同的

展现效果。教师在进行长笛乐器的教学过程中，应当教导

学生学会分析类似于小提琴、钢琴、口风琴对于同一首乐

曲演奏之后所具备的独特音韵。之后在后续的长笛演奏过

程中掌握相关乐曲弹奏的节拍，领悟相关曲目在不同乐器

演奏下所具备的特征，以此来实现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

养。例如，在对久石让的《summer》进行弹奏表演的活

动中，音乐教师可以让学生事先通过大量的网络资源来对

该歌曲的不同乐器演奏方式进行赏析、学习，之后再让学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10 
ISSN:2705-0408(P); 2705-0416(O) 

 -112-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生用长笛来对该曲目进行表演。由于不同的乐器演奏这首

轻音乐会产生不同的情感认知，学生需要具备创新能力和

创新意识，将诸多乐器演奏该歌曲所具备的思想、情感进

行融合，在进行长笛表演的过程中把握住每一个音色、韵

调，使得演奏更加具备情感元素。 
2.3  增强学生的学习毅力 
长笛乐器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学生需要具

备较强的耐心，能够通过不断地练习、探究，来达到最终

的学习成果。大部分学生在进行乐器学习的过程中容易出

现半途而废的现象，教师为了提高学生对于相关乐器学习

的毅力和恒心，需要在相应的课程教育环节融入对应的思

政元素，向学生宣导吃苦耐劳、持之以恒的理念。 
例如，在对长笛进行学习的过程中，部分学生由于刚

接触长笛，难免会出现手势、站姿不正确，力度掌握不精

准的状况。同时，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很容易出现手势与

吹唱不协调的现象。因此教师在对应的教学工作中应当激

励学生进行连续不断地学习，让学生敢于面对在长笛学习

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将长笛的学习任务坚持下去，之后

学生才能够学有所成，并且还能够进一步养成吃苦耐劳的

精神。 
2.4  陶冶学生的情操 
长笛在我国具备悠久的文化历史，随着当前我国综合

实力的不断增长以及国家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传统乐器

也在国际舞台上发扬光大。同时在长笛的教学工作中，其

涉及到大量的古典音乐，结合对应的古典音乐教学也能够

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使得学生能够对我国传统古典音乐

形成更加深刻的认知，以此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培养

学生的艺术情操，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3  在乐器教学中渗透课程思政的方法探究 

3.1  完善课程思政教学机制 
为了确保当前高校在音乐乐器的教学工作中能够实

现对相关课程思政元素的有效渗透，学校应当及时的构建

成熟、完善的课程思政教育机制，将课程思政的实际教学

成效以绩效考核的形式来对教师进行评价。明确当前音乐

乐器教学中课程思政的考核标准，确保在对应的音乐课堂

教学工作中，音乐教师能够对课程思政元素进行有效地渗

透。同时学校还应当及时创建课程思政教学监督小组，对

应的监督小组需要划分在高校的二级院校，来实现对相关

教学工作质量的有效监督。同时学校还应当适当地引入激

励机制，对于课程思政教育工作开展良好的音乐教师给予

其相应的奖励，无论是后续的升职、评优，还是提升相应

的工资福利待遇给予相应的考虑，提高音乐教师开展思政

教育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2  增强音乐教师的思政教育理念 

在当今音乐课堂的教学工作中，音乐教师应当从原本

单一的课堂知识、技能讲解工作中转换过来，并且积极地

在相应的课堂教学工作中融入思政元素，来实现对学生有

效地引导。为了确保教师所开展的思政教育工作具备深度

和广度，学校应当实现对音乐教师体系化的教育培训，在

相关教学培训工作中，整合高校内部的思政教师与教研

室，将当前高校音乐乐器教学中所具备的思政元素进行深

度地发掘，将相应的思政元素所对应的教学内容进行有效

地衔接，来实现对当前音乐教师的有效教学培训，使得音

乐教师具备基本的课程思政教学技能，能够在相关教学工

作中有效地融入思政教育元素，以此来实现对学生良好的

教学引导。此外，音乐教师还应当将音乐课堂上所具备的

文化价值进行深度挖掘，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心，提高学

生的音乐素养。 
3.3  增强课堂的实践性 
针对当前大学生课程思政教育工作，因为教师需要尽

可能增强相关长笛课堂教学所具备的实践性，实现对相关

思政教育元素的有效渗透。具体来说，由于在乐器教学工

作中包含大量的理论知识，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过程中

难免会产生抵触、厌学的情绪，而为了确保乐器教育工作

与思政教育工作能够进行有效的融合，音乐教师要适当地

向学生开展实践教育工作。 
而长笛乐器的教学课程中所具备的实践教育元素相

对较多。例如，在当今社会上具备多种多样的音乐艺术节，

其中均或多或少涉及到长笛演奏部分，教师可以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到相关音乐艺术节，去领悟音乐艺术节所带来的

感官以及心理上的震撼，之后再让学生学会对相关音乐艺

术节、活动内容进行总结，提炼出其中具备教育价值的元

素。教师再围绕着相应的元素，向学生进行延展性的教育

引导。例如，学生在参与红色音乐艺术节之后，对其中的

红色文化、红色精神进行了相应的学习和领悟，教师在该

过程中可以引出其中所具备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此来实现

对学生良好的思政教育。 

4  结语 

总体来说，在当今素质教育改革背景下，针对高校长

笛课程中融入相应的思政教育元素，音乐教师要实现两者

有效地整合，确保学生能够通过相应的长笛教学课程，领

悟到相关思政教育课程所具备的内在含义，同时也能够结

合相应的思政教育元素，来感悟相关专业知识所具备的哲

学道理，实现对学生良好的教学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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