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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师德建设以及音乐教育中的德育精神 
◆胡  晔 

（广州工商学院  广州  510000） 

 
摘要：师德建设是当前我国教育体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天，我们
重点探讨师德建设的基本内涵与意义，进一步探讨高校强化师德教育的
重要方法以及音乐教育中的德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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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教师自古以来都是推动社会

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教师不仅仅对科学文化知识进行积累和传
授，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实际上，三观教育主要是依靠思想政治教育来实现的。现如今，
随着网络科技的普及与推广，单纯依靠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已经无
法向学生释放足够的信息量。在这种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引发的
大数据时代，我们全体教师的师德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
笔者认为，师德建设已经是当前高校、中小学以及幼儿园教育过
程中 为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 

二、师德建设的基本内涵与意义 
一所学校的师德建设水平体现出教师队伍的整体思想觉悟、

价值理念以及道德水准的高低，师德就是包括教师在内的全体教
育工作者在长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实践过程中逐渐积累而成的
一种道德情操和道德观念，并能够以此来转化为良好的道德行
为。从内容上，师德建设包含着正确的政治观念、强烈的责任意
识和严格的自律精神。首先，政治观念是师德建设的核心内容之
一，教师队伍必须拥有正确的政治观，才能够确保教育方向的正
确无误，这是我国教师队伍多年来始终恪守的首要准则，也是培
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的重要基石。其次，责任意识是保持
教师队伍“永葆青春”的重要秘诀，自古至今，教师一直备受尊
敬，不论处于什么时代，教师队伍一直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
的重要角色，从未间断，这足以体现出我国教师队伍对这份职业
的拥戴和尊敬，也正是因为教师这种强烈的责任意识，才让我国
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瑰宝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再次，自律精神
是对每一位教师的自我管理和监督，也是今天我们弘扬师德师风
建设的基本落脚点之一。再庞大的教师队伍，归根结底也是由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所构成，我们所接触和面对的，往往不是这支庞
大的教育团队，而是一位或数位教师，而每一位教师则将面对几
十名甚至上百名学生，他的言行举止或多或少会对这些学生产生
重要的影响。由此看来，师德建设的内涵也恰恰展示出其重要的
意义。 

三、新时期高校加强师德教育的主要途径 
新时期我们更加重视师德建设，不仅仅是因为师德教育是促

进我国教育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更重要的是师德教育恰
恰符合并完美诠释了我们心中的理想教育理念。恰逢九月，我们
在“弘扬师德，立德树人”的鼓励和激励中度过了教师节，在对
师德建设的思考中走过这个诠释着尊师重教中国传统的重要节
日。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文化精髓之一，西周时期就
有了“弟子事师，敬同于父”的观念，足以看出华夏文明对教师
的重视程度。那么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下，我们该如何进一
步加强高等院校师德教育呢？ 

首先，高等院校师德教育应以博爱、仁爱之师，铸造师德丰
碑。 

德育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仁爱之育。师德是教师素质的核心内
心，而教师对学生的热爱之情恰恰是师德的核心所在，也有人称
之为“教师之魂”。伟大的教育一定包含着爱，没有爱就不会有
教育，因此，热爱学生应该是热爱教育事业的一种体现。教师对
学生的爱，是平等的、无私的，其 高境界则是师生之间的友谊。
当学生受挫折时，你能够及时、恰当鼓励；当学生大获成功时，
你能够毫不吝啬地赞美；而当学生犯了错，教师 恰当的做法应
是严中有爱、爱中有严，既能够帮助学生纠正错误，还避免打击
学生的积极性，对学生的自尊心有所保护。 

其次，高等院校师德教育应以公平、平等之师，高举师德之
旗。 

无论是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都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同时，

这些孩子们还有着惊人的观察力，尤其是当他们遭遇了不公平的
“待遇”。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们能够做的， 起码要维持一
个“平等”的公平竞争环境，让学生们毫无压力的相处、在和谐
的教育环境中公平竞争。对于学习好的学生，要给予充分的空间
让他们帮助学习稍差的同学，可以结成互帮对子，这样既能够减
少差距，还促进了优等生与差生之间的互帮互助。师德之旗，更
显示出教师这位“统帅”在带兵过程中的神勇和无敌，其秘诀就
在于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位士兵，不遗余力地让每一位士兵都能
够跟上队伍、走向成功。 

再次，高等院校师德教育应以学习、奋进之师，迸发师德之
光。 

教师队伍建设围绕师德开展的同时，也坚决不能忘了学习与
教学能力的培养和提升，这是教师的核心武器。俗话说，学高为
人师，强化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是为人师的 基本条件之一。笔
者认为，教师就是要学习一辈子，不断学习、学习、再学习，通
过学习来不断完善和巩固自身的知识体系，通过学习来适应社会
发展和时代进步，通过学习来掌握更多的教学技巧，了解新时代
大学生的内心世界，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否则，墨守成规的
教育思维必将是闭门造车，很难适应新时代对教师素质的要求。 

四、如何在音乐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 
师德就是塑造教师形象，“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在教师诸

多素质中，师德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它充分体现了作为教师特
有的职业理想，态度，规范作风和情操。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是
教师职业活动的 基本要求。依法执教，爱岗敬业，热爱学生，
严谨治学，团结协作，尊重家长，廉洁从为人师表是核心和灵魂。
高尚的师德需要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地铸炼和陶冶，只有不断
提高以师德为核心的教师整体素质，本能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不
断提高教师质量。在素质教育全面实施的今天，音乐教育已经成
为各个阶段学校实施美育的重要手段之一。音乐教育与德育教育
相似，都对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无论是课
上，还是在课后，音乐对学生们的影响都非常深刻。音乐教师如
何培养和提高自身的音乐素质？ 

首先，音乐教师要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 
音乐教师要有较高的思想道德修养，恪守职业道德，才能做

到用音乐去实现教书育人的功效。一个热爱音乐教育事业的教
师，往往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牢固的专业思想。不以自己
是音乐教师就放任学生自流，利用本职工作，做好学生的工作。 

其次，音乐教师要具有音乐专业知识储备。 
这种音乐知识技能包括基本乐理，和声学，复调，初步作曲

技术，视唱练耳功能，歌唱的技巧，合唱指挥和乐队指挥的能力，
键盘乐器应有一定的技巧，中外音乐作品分析和以音乐史，具有
开展课外辅导活动的能力和创作能力。比如，在教学过程中引导
和激励学习主体的自觉意识和使学生乐学，会学，从而养成和发
展个性品质。激发学生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意识，使学生“乐
学”。 

再次，音乐教师要熟稔基本的音乐教学理论。 
师德建设中的音乐教师往往是善于学习和捕捉细节的。他们

懂得评价音乐课程的 新标准，掌握音乐教学的基本结构，熟悉
音乐教学的组织方法，同时还充分了解国内外其他院校的教学方
法体系，这是一种敬业精神。因此，音乐教师会在音乐中流露出
真实情感启迪陶冶学生，使他们感到世间的真善美。 

五、结束语 
今天，我们积极响应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以身作则，推崇爱岗敬业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齐心协力
投身于师德建设的事业上，这是我们广大人民教师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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