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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环节,其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达

到期望的结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提高自身道德素质、促进全面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高

职院校教育是培养技术型人才的教育,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直接影响行业的道德素质,因此,在学校中,对学

生的思政教育,不应该只停留在思政课程上面,要在学校的方方面面渗透思政。本文旨在通过探究如何在

音乐课程中渗透思政,帮助学生在音乐中具体形象的接受思政教育,从而树立正确的三观、完善自身道德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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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的战略主题,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音乐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素质教

育,除了美育功能,还具有德育功能。通

过音乐教育,不仅能让学生树立正确的

审美观、价值观,完善自身的内在素养

和性格塑造 ,更能提升学生的道德修

养、美化人的心灵。亲和力,“亲”字

面意思指亲近,在这里指受教育对象产

生的亲近感；“和”字面意思指和谐,和

睦,这里指在教育的氛围中产生的一种

和谐融洽的氛围；“力”字面意思指力

量、能力,这里指思想政治教育媒介产

生预期效果的能力与力量。对于教师与

学生来说,亲和力即教师在教育学生过

程中,与学生之间产生的关联,包括师生

之间地位、态度、交流等关系的吸引力

与感染力及认同度等情况。也可以将亲

和力说成是一种具有一定特殊性的人

际交往关系。 

1 国内外音乐教育的思政渗透 

美国音乐教育家贝内特·雷默在其

著作《音乐教育的哲学》中,从不同角度

阐述了音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我国

古代孔子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

排在首位,“乐”紧跟其后,“礼”用来规

范人的外在活动,“乐”则用来改善人的

内在修养；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

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加入教育行业也就

算了,倘若加入了教育行业,那么音乐教

育就是整个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

节,如果全国所有民众都无法创作新的

音乐,那么将是整个民族的耻辱”；21世

纪初,我国强调“宣扬民族精神、让音乐

和民族精神互相结合”的思想理念,让音

乐融入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与文化。纵

观国内外音乐教育的思政渗透,音乐教

育的德育功能一直潜移默化的发挥着重

要作用。目前我国高职院校更多的是培

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忽视了人文教育,作

为国家未来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思想道

德、文化素养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前途,

更关乎到国家的命运,因此,在音乐课程

中渗透思政教育刻不容缓,在培养学生

技能的同时提高道德素养义不容辞。 

2 如何在音乐课程中渗透思政 

2.1高职学校学生的特点 

第一,思想不稳定。我院高职学生音

乐课程安排在一年级,这时候的学生年

龄大多15、16岁,正处于青春期,思想状态

不稳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

成和发展,社会上的思潮对其影响较大。

网络的快速发展,学生的好奇心,会让学

生接触到不利于其成长的因素。 

第二,文化基础薄弱。高职歌舞表演

专业的学生,文化基础薄弱,对学习兴趣

不高,同时大部分学生所学的专业属于

理科性质,对音乐的兴趣仅停留在盲目

的欣赏流行音乐,对音乐理论知识、声乐

演唱、器乐演奏了解的少之又少,只有少

部分人接触过简谱,几个人会认五线谱,

大部分的学生一味的追求音乐好听与否,

对于音乐的内涵从不去探究。现在网络

的发达,有许多国内外的流行音乐的歌

词传播消极的内容,正处于探索期的学

生极有可能受其影响,从而走上不归路。 

第三,心理脆弱。高职的学生就业方

向多数为技术工人,旅游市场服务专业

人才,加上社会对高职的偏见,会让他们

自认为不如普通高中的学生,继而产生

自卑心理,一旦发生不如意的事,会让自

己陷入抑郁的状态。同时,就业方向的彷

徨,对自己更是松懈,容易产生能混就混

的思想。 

2.2利用音乐作品来渗透思政 

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会根据音乐

的不同呈现获得直观的感受,继而可以

判断音乐作品的喜怒哀乐,但是,单纯的

靠耳朵听音乐是最初的情感体验,仅仅

停留在音乐作品的表面,不能更深层次

的理解音乐作品所表示的含义,也就不

能感受到作曲、作词、演唱者所想要表

达的情感。只有从不同方面去了解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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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品的背景、思想,才能对音乐作品

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才能真正意义

上体会到音乐作品所表现的内涵。 

2.2.1经典音乐作品中渗透思政 

在大部分高职学生中,音乐是他们

主要的娱乐方式,但是由于他们音乐基

础较差,对音乐的鉴别能力低下,娱乐功

能远远超越了道德教化功能,对作品的

好坏无法分别,对好的作品所包含的精

神、情感很难体会。他们往往觉得欣赏

经典的音乐作品是一种落后,不符合他

们的审美,殊不知,经典音乐作品里面所

包含的精神理念恰恰能对其内在素养、

三观的形成、道德修养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在中国近代音乐作品中,经典红色

歌曲占据了大半江山,生动形象的反映

了当时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场景,是中

国革命的真实写照。例如《黄河大合唱》,

是我国著名作曲家冼星海的一部大型合

唱作品,作品分为八个乐章,以其辉煌的

合唱,雄厚而激昂的旋律,不仅鼓舞了当

时抗战的人民,也一直植根于中华大地

的土壤里,时刻提醒着人们,为中华民族

的崛起努力奋斗。《黄河大合唱》是典型

的思政与音乐的完美结合,集声乐、器

乐、思想于一身,成为中国音乐史上辉煌

的里程碑。 

红色歌曲与其特定的历史时期息息

相关,抗战时期的《大刀进行曲》,解放战

争时期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等等,这些

歌曲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思想境界必

定是积极向上的。红色歌曲产生于人民

群众,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旋律多来源

于民歌,群众唱起来朗朗上口,歌词取自

于人们生活,能让人民群众引起共鸣,这

就为红色歌曲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各课程标准的制定上,牢牢抓住课程

思政这一红线。 

2.2.2流行音乐作品中渗透思政 

流行音乐通俗易懂、曲调朗朗上口,

易于学生接受。通过流行音乐,可以更

好、更快的传播思政,成为思政教育的又

一途径。流行音乐有许多不利于青少年

成长的作品,这就需要教育者找准切合

点,寻找思政和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

音乐作品,做到有利的传播。中国现当代

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流行音乐作品,例如

为澳门回归而作的《七子之歌》,为追求

理想生活而作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为歌颂祖国而作的《天耀中华》,为中华

民族国强民富而作的《中国梦》,宣扬中

国传统文化的《青花瓷》,融入中国民族

元素的《花田错》,这些歌曲从爱国、追

求理想、宣扬传统文化等方面,给学生积

极的引导作用,传播音乐的同时,也给学

生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 

3 结束语 

在音乐课程中渗透思政,加强高职

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道德

修养、文化素养,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帮助学生更好的成

长,成才,为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国家的繁

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国经济取得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快速

增长,全体国民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

富,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人们的

思想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变化,

这其中就包括正处在思想前沿的高校大

学生们。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在改革开放

的思想指导下,努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积极落实科教兴国、人

才强国战略,认真探索实现高等教育规

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科学

规律,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成就,

其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大学生全

面系统地把握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但是,在新的

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不

能完全适应大学生的思想变化,管理上

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对思政课的重要指示精神,就应该门

门课程有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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