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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校园是吸引学生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强健意志的

场所，音乐可以增强学生的文化素养。随着音乐教育地

位的提升，在高校中广泛、经常地运用音乐，对教育、

工作和学生的生活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音乐教育不

仅是学科建设的需要，更是学生美学教育心灵净化的重

要学科，通过对音乐教学的创新，使其在校园的文化建

设中，发挥良好的美育作用，为学生创建一个拥有良好

文化氛围的学习、生活的美好校园，让学生的德育教育

在良好的氛围中得到有效地促进，从而达到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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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情感愉悦的综合效果，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高校音乐美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1. 净化育人环境，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

优美的音乐能为学生营造一种令人兴奋的氛围，使

他们对未来有无限的憧憬。学校里经常举办重大的音乐

节，这样可以净化整体的环境。另外，可以通过校园电

台的形式，安排、挑选、播放著名歌曲（音乐），让同学

们听一听自己自豪的民谣，感受民族音乐的广度和深度，

不断提升学生的民族精神。比如，在教师节，播放一首

名为《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的与教师有关的歌曲。

让学生们感受到老师的艰辛和对教师爱。在很多优美、

微妙的音乐中，涵盖的语言美是不会顷刻而逝的，歌曲

虽然只有 2— 3 分钟，但其精神的内涵却影响深远。所

以，必须营造一种具备高雅艺术和精神的校园文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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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有的音乐效应，营造出优美的教学氛围，使学生的

心灵得到充实和净化 [1]。

2. 培养学生审美，端正校园文化建设

音乐能够增强学生的审美意识，抵抗不良风气，矫

正其对学校文化的影响。在古代，中国先贤孔子倡导

“诗、书、礼、乐”，这就是对音乐的重视。因为音乐的

旋律是一种情感的教育，给人以美的感受。因此，在不

知不觉中，学生的品德也会受到影响，这要远远超过简

单的说教而起到的作用。如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歌

唱祖国》、《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等优秀歌曲不计其数，

音乐用特有的方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近年来，

由于社会、学校、家庭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大学生对

音乐文化的鉴赏能力发生了偏差。根据调查结果，大部

分学生喜欢港台流行歌曲远高于中外民歌，认识中国知

名作曲家、歌唱家较少。研究还发现，中国当前的音乐

教育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教材的内容比较落后，现

在的学生的音乐素养、受过的教育程度、音乐知识的缺

乏，学生的观念没有得到良好的塑造。很多学生错误地

认为香港、台湾等地的流行歌曲是高级的，而一些民族、

古典的歌曲都则因低级而被忽略了。在校园的文化建设

中，尽管学校想要通过各种形式来促进学生思想的培养，

促进学生提高对音乐美学的感受。但大部分学生的身心

健康还是受到了影响。具体的原因，是很多的流行歌曲

中，存在着情感、精神方面的悲观情绪，以及成年人的

失落感，学生在这样的音乐影响下，难免情绪低落。最

大的问题是，高校的音乐课程交涉，校园文化建设，似

乎无法与同学们对流行歌曲的追求抗衡，学校音乐课程

内，很多优秀的歌曲，都无法满足同学的需求，港台的

流行歌曲，从制作到包装，再到播放，都是在充分发挥

学生的心理。问题不在于学生，也不在流行歌曲，而在

于怎样引导他们走出“低迷”的情绪。因此，在校园的

音乐教学中，可以将流行音乐融入课堂，让学生们共同

探讨音乐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2]。比如《保卫黄河》，

就能让同学们体会到黄河的壮美，以及中华民族顽强拼

搏的精神；《十五的月亮》让同学们体会到了对家乡、对

家人的爱，这种爱是令人震撼、感动的。再结合一些流

行歌曲，开展教学，让学生从情感、精神体验出发，积

极去分辨哪些歌曲更有个性，更有美的内涵。从而提升

他们的音乐审美观，矫正他们的思想，促进校园的文化

建设。

3. 陶冶情感的审美意义

一切艺术都是以人的感情为基础，而音乐，是最富

有感情的艺术，它对人们的崇高情感、审美情趣的培养

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我们在接触或倾听时，会感觉到

作曲者的心灵，并且与之建立联系，虽然我们并不清楚

是什么触动了他们，使他们创作出充满感情的音乐作品，

但可以通过聆听，与之产生共鸣，提取音乐的情感，精

神内涵。比如《二泉映月》，能让人体会到作者的情绪哀

伤；如聆听《赛马》，便能体会到作者的喜悦情感。任何

一首好歌，都有一颗高尚的灵魂。无论是华彦钧的《二

泉映月》还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等经典的音乐，

都蕴含着大量的高雅气息，再加上良好的音乐教学，能

让人在艰难中获得勇气，在苦难中变得坚强。没有任何

一种艺术能比得上音乐，它是一切创新的基石。阿尔伯

特 - 爱因斯坦凭借其对音乐的想像力，突破重重阻碍，

在科学领域获得了极大的成就。音乐能滋润人的情绪，

培养人的想像力，使人对生命充满激情，并不断追求更

好的明天 [3]。

二、高校音乐美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具体措施

1. 巧设情景，营造良好的课堂文化氛围

在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方法应当是让学生喜爱的音

乐歌曲，而非使教学成为学生痛苦的来源。音乐的表现

形式丰富，如使用创设情境的方式，可以让学生获得真

实的体验，为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以及高校文化建设

奠定基础。比如，在在教《老水牛角弯弯》的内容时，

教师在讲述了牛的故事之后，会问：“你有没有骑过一

头牛 ? 有没有人能给我讲讲骑着牛的感觉？”。这对于城

市生活的学生来说是新鲜的，而对乡村生活的学生则

是一种有趣的体验。教师将与同学们一同感受和学习歌

曲，并向他们讲解该歌曲设计到的情景，让学生获得真

实的生活体验。这就是高质量的教育，在一个充满乐趣

和没有压力的环境下，学生可以很容易地学会自己喜欢

的的东西。总之，音乐能传递美，并能促进学生的健康

发展。

2. 用活电教，体验教学，增进校园文化建设

不管是课下练习歌唱或音乐课堂教学歌唱，只要运

用现代的网络教学手段，把学生的视觉、听觉、思考三

者结合起来，都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但我们所面对的情

况是，高校的学生思想还不够成熟，他们的见识和领悟

能力还很低，只能通过教师的解释来了解这些抽象的东

西。但在信息技术的促进下，学生的兴趣得到了激活，

比之教师单纯的讲解，更加容易获得良好的情感体感。

如在《四只天鹅》的音乐体验课，让学生们在听老师们

讲解《四只天鹅》的节选的时候，体会到了多媒体对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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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影响。知识、图像、音乐的巧妙融合，让学生感受

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美妙，对音乐的理解更加完整和深

刻，并且激发了学习的激情 [4]。

3. 合唱是校园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环节

在国外，合唱是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得到了足够

的重视。学校的合唱水准是学校文化建设质量的体现，

因为合唱需要紧密、精准的配合，才能达到高水准的艺

术效果。它是一个有趣的，非强制性的方式，它鼓励每

位学员自觉地遵循规则，加强自我约束，与别人协作，

并发展他们的社交技巧。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同各国

的合作机会越来越多，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这种团结和协

作的精神，同时也要把合唱的方式融入整个学生群体中，

使全体学生的整体素质得到提升。比如，学校组织学生

合唱，开展不同的竞赛。学生在学习歌唱的同时，也通

过参加学校合唱练习，培养了对音乐的兴趣。因此，运

用合唱音乐来营造高质量的教育氛围，在使之焕发生机

的同时，也是提升校园文化的重要内容。

4. 开展音乐活动是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

音乐教育是影响学生前途的关键因素。奥尔夫始终

相信，音乐教学的重心在于人们对音乐的最根本的情感

和体验，这种体验不依靠外在的暗示，而在于学生自身

的体验和自然而然地融入。因此，在音乐教学中要加强

对学生的体验和参与，这种方式使用，在很多的学校都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了增强学生的业余生活体验，有

些学校还设立了音乐社团，并经常举办唱歌比赛。在丰

富多彩的文艺活动中，同学们展现自己的才能增多，为

学校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学生在学习中运用

多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使其在生活中得到充分的表达

与展现，从而缓解了心理上的紧张，并能自如地表达自

我、对周围环境更加适应，从而使其形成健全的个性。

在实践中，要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思考能力和体验，以

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5. 利用地方音乐文化，打造富于特色的校园文化

地方的音乐，特别是地方的民族音乐，常常能让学

生在很短的时间里产生兴趣。中国地域广阔，文化丰富，

各民族的音乐文化也各有特色。如江南水乡音乐的轻柔、

陕西高原的高亢嘹亮音乐、东北雪原的豪放音乐、岭南

水乡的清新音乐、蒙古草原的广阔音乐，都给人以不同

的感官感受。地方大学要充分发挥地方音乐文化的魅力，

努力创建一个容易被当代大学生所接受的园文化主题。

其中，各高校可以举办诸如“本地校园音乐比赛”、“民

间音乐演出”、“地方音乐讨论会”和“民族音乐宣传交

流周”等各种文化活动，目的是鼓励年轻学子热爱当地

的音乐及文化，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为当地的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5]。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高校的一项重要工

作，应积极把音乐文化融入到高校的课程体系中，加强

对人才的培养，挖掘其深层次的内涵，充分发挥其自身

的特色，持续推进校园文化的建设。高校要充分发挥美

育这一特色，不断地进行校园文化建设。在此基础上，

以学生为中心，以活动为载体，以“美育”为方向，将

音乐融入校园文化，提高认识，探索教学方法，真正实

现满足社会、学校、学生的需求，全面、规范、系统地

发展高校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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