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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音乐教育在当前大学生管理工作中具备较大的现实意义，教师在学生管理工作中渗透音乐教育能够实现对

学生三观意识的有效塑造和培养，同时还能够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自我约束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化内涵。

本文对音乐教育在大学生管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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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在落实对大学生管理的工作中，教师需要适

当地渗透音乐教育来加强对学生的美育教学指导，音乐中
包含大量的美学元素以及人文精神思想，教师应当对音乐
教育进行有效的剖析，向学生渗透其中积极正向的思想，
来实现对学生的管理引导。 

1  我国高校音乐教育的现状分析 

高校音乐教育可被具体分为专业教育与非专业教育
两类，而专业教育可细分为音乐表演、音乐师范、音乐理
论等多种形式，专业教育主要是培养专业化人才；而非专
业教育则是当前普通高校中常见的教学模式，其主要是向
学生渗透音乐艺术、文化，提高学生的音乐修养。总之，
音乐在当前高校教育中普遍存在，对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
品质以及人文精神素养具备较大的现实意义。 

虽然当前音乐教育在高校内较为普遍，但是相关教学
工作仍然存在相应的问题，具体来说，大部分音乐教育往
往未得到学生的重视，相关工作流于表面很难提高学生的
文化素养。比如大部分高校所开设的音乐课程多为选修
课，同时在音乐教学中所开展的一系列教学活动均是音乐
教师结合自身的专业特长以及喜好来设置的，以至于在现
有高校音乐教育中不具备针对性、侧重性和定向性。除此
之外，音乐教学内容还具备较强的随机性，大部分学生在
音乐学习过程中几乎很难完成对基础音乐理论的学习，从
而无法进一步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导致音乐教育失去其
原有的意义。 

在当前高校公共音乐课程教学中，还缺乏建立健全的
教学体系，整个教学工作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无法实现
对学生体系化的教育培养。除此之外，大部分音乐教师往
往根据自身的意愿对相关教学内容进行设置，从而使得大
部分高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受到相应的阻碍。甚至部分高校
开展公共音乐课程教学的教师还不具备较强的实践教育
能力，无法实施对学生“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指导。 

并且当今高校大学生普遍不具备良好的音乐基础，音
乐教师在提升学生音乐素养的时候无法找到确切的切入
点，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学校普遍不重视
音乐教育，虽然部分高校配置了音乐教材，但是整个音乐
教育却流于形式。同时在学生进入到大学之前基本上未接
触过体系化的音乐培训，从而使得高校所开展的音乐教学
工作还存在较大的阻碍。 

总体来说，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在音乐教育中所面临的

问题相对较多。首先，学校需要重视所开展的音乐教育工
作，并且音乐教师也需要加强对学生的教学引导，深化其
学习音乐的意识，并且学校也需要进一步对现有的音乐教
学设施进行优化、改善，扭转长期以来我国高等院校在音
乐教育中教学质量低下的状况。 

2  音乐教育在大学生管理中的作用 

2.1  提高学生的文化内涵以及综合素养 
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其包含丰富的人文思想，在当今大

学生管理工作中，结合音乐教育往往具备较大的现实意
义，在当今素质教育理念下，学校应当尽可能通过教学引
导的方式来实现对学生有效地教学指导，而音乐能够进一
步开拓学生的思维，能够提升学生对外在事物的感性认知
能力，同时借助音乐还能够发掘学生潜能，以此来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养。 

具体来说，当学生对音乐具备相应的感性认知后，其
内心深处的主观能动性便会被进一步激发出，同时学生具
备感性的认知以后能够主动欣赏音乐、鉴赏音乐、学习音
乐，并且也会尝试掌握某一类乐器，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兴
趣爱好。例如，在钢琴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卡农》优
美动听的旋律给予学生在学习音乐过程中不同的学习感
受，无论学生处于怎样的学习状态，无论其当前心情是否
舒畅，当其听到相关音乐创作之后均能够延伸出无限的想
象，当学生被音乐的魅力所感染后能够发自内心爱上音
乐、学习音乐，从内心深处正视音乐，从而提高学生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而结合此类主观能动性，教师也可以通过
适当的教育引导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
比如借助学生从音乐学习中养成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可将
其正向迁移到学生研发学习能力方面，以此来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同时也通过音乐教育来提高学生的身心涵养以
及综合素质，以此来实现对学生有效的管理。 

2.2  结合音乐教育，培养学生积极正确的人生观 
音乐教育更多是实现对学生精神思想上的教育引导，

通过音乐教育，教师需要从音乐文化中向学生渗透积极正
向的思想观念，以此来实现对学生有效的思想教育。在当
今课程思政理念下，无论是专业课程教育还是音乐教育都
需要适当地融入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借
助音乐课程思政的契机，教师也能够通过音乐教育来实现
对学生有效的管理。在素质教育理念下所涉及的教学内容
相对较多，如德育教育、美育教育，教师应当根据当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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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身心发展的实际状况来实现对学生的引导，而音乐教育
作为美育教育的一部分也是学生在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下
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 

音乐能够培养人们的精神思想，同时也能够提高人们
的审美情趣，是实现对个体素质教育的最佳方式之一，音
乐作为艺术也具备美学的特征，教师在音乐教学中能够通
过音乐艺术向学生讲解真善美以及假恶丑，使得学生能够
明确音乐中高贵的思想以及高贵的理念。例如，音乐教师
可以借助《第八交响曲》中的蓬勃气势，向学生讲解《第
八交响曲》的创作背景来实现对学生的教学指导，将贝多
芬在失聪的状态下仍然坚持创作、坚持革新的精神品质向
学生进行有效的渗透，从而向学生展现出在当今艺术发展
创新以及实现国家繁荣昌盛过程中“我辈义不容辞”的思
想观念，为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三观意识，实现对学生有
效地教学指导。总之，在音乐教育中涉及大量的人文精神
元素，教师应当深度地挖掘音乐创作背景所存在的故事内
容来实现对学生有效的教学指导。因此，在当前学生管理
工作中，渗透音乐教育能够实现对学生积极有效的思想教
育指导。同时，教师也需要结合音乐课程思政的背景，坚
定学生的政治立场，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促进学生更加
长远、稳定的发展。 

2.3  音乐教育培养学生自我约束力 
在当前学生管理工作中教师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学

生所具备的自主性，在教学过程中通过适当的教学引导方
式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而不是一味地加强对学生的管
控或借用相应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学生的自主行为。在音乐
学习中包含着大量美学元素以及人文元素，落实对学生的
音乐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相应的时间观念，增强学生的自律
性、自觉性，比如在小学、初中、高中的学习过程中，在
大课间通常会涉及让学生进行歌唱的管理内容，其根本目
的是通过音乐歌唱的方式让学生意识到相应的“时间”，
通过歌唱这一活动向学生展示出当前的实际学习状态，通
过歌唱帮助学生快速调整自身的状态。例如，在下午第一
堂课前。小学生通常被要求进行集体歌唱，通过歌唱的方
式主要是帮助小学生快速切换自身的状态，就好比在当今
养殖行业中通过特定的声音能够实现对养殖产品的“训
食”。同理在学生管理工作中，通过音乐教育也能够帮助
学生养成自觉自律的精神品质，提高学生参与到相关学习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养。 

3  大学生管理与音乐教育融合的策略 

通过对上文的分析探讨可以看出，在当前大学生管理

工作中融入音乐教育具备较大的现实意义，教师应当引起
对相关工作足够的重视，并且采取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
教学方式来实现学生管理与音乐教育的有效融合。 

3.1  提高学校对音乐教育的重视度 
首先，学校需要全方位意识到在学生管理工作中融入

音乐教育所具备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高校应当加强对学
生所进行的音乐教育，通过在音乐教育中渗透美学思想、
美学元素来实现对学生有效教学引导。在此过程中，学校
需要完成对现有教学教材、教学大纲的编写打造，尽可能
在其中融入新颖、前沿且经典的教学曲目，确保相关教学
材料具备实践教育意义，能够实现对学生有效德育指导。 

3.2  加强专业教育与非专业教育之间的融合 
长期以来学校在进行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存在两极分

化的现象，具体来说，音乐专业的学生具备较强的音乐功
底，而非音乐专业的学生却“六音不全”，部分非音乐专
业的学生还认为进行音乐学习是给音乐专业学生制定的，
此外，部分学校在进行音乐教育中也存在精英教育的思
想，即只针对专业学生实施高质量、高效率的音乐教育，
而对非专业学生却未加强对其所开展的音乐教育指导，以
至于非专业的音乐教育流于表面，因此学校需要积极打破
专业教育与非专业教育之间的壁垒，实现两者有效地融
合，纠正学生、教师错误的音乐学习观念，提高学生的音
乐素养。 

3.3  注重音乐选材 
通过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在当前音乐教育中既存在良

好的一面也存在消极的一面，音乐教师应当找准方向，找
到切入点来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教学引导，而不是采取囫囵
吞枣或结合一刀切的教学策略。简而言之，音乐教育作为
双刃剑，教师在实现对学生教学管理的过程中想要渗透音
乐教育，就必须要依托积极正向的音乐文化，借助音乐背
后所讲解到的故事内容，来落实对学生有效地感化教育，
以此才能够实现学生管理工作与音乐教育的有效融合。 

4  结语 

总体来说，在当前大学生管理工作中渗透音乐教育具
备事半功倍的教学功效，能够实现对学生有效地教学引
导，在此过程中，无论是辅导员还是音乐教师都需要在教
学管理过程中落实对学生有效的思想教育指导，借助音乐
元素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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