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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音乐表演专业课程思政的融入路径与实践研究

张佳蕊　殷莹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　843000

摘　要：课程思政是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的必然要求与重要方向。"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 有利于真正实现专业

教育与价值引领的齐头并进 , 赋予音乐表演专业课程以新的精神内涵与发展动力 , 带领学生用艺术的方式弘扬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 实现 " 立德树人 " 的根本任务。本文旨在探讨高校音乐表演专业课程思政的融入路径与实践。通过对课程思

政内涵的剖析，结合音乐表演专业的特点，阐述了在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评价体系中融入思政元素的具体路径。

借鉴实际的教学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展示了课程思政在音乐表演专业教学中的积极意义和实践成果，为高校音乐表演专业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经验。

关键词：高校音乐表演专业；课程思政；融入路径；实践

引言

当前，如何将“课程思政”科学融入音乐表演专业教

育和人才培养全过程，将“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功能全部

发挥出来，是高校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高校音乐表演专业

融入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创新模式以及育人效果，也将是重

要的研究项目。在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下，课程思政

成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高校音乐表演专业作为

培养音乐表演人才的重要阵地，也需要积极探索课程思政的

融入路径并付诸实践。

1 课程思政的内涵与音乐表演专业的契合性

1.1 课程思政的内涵课程思政作为一种现代教育理念，

其核心在于通过各类专业课程的教学活动，有意识地融入思

想政治教育元素，从而达成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深度融

合。这一理念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中，不仅关注专业知识的

系统讲授，更注重从学科内容中提炼出具有思想引领意义的

精神内涵。例如，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课程思政能够通过对

历史背景、文化语境及社会影响的剖析，帮助学生形成科学

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同时，通过将爱国主义情怀、社会责任

感以及文化自信等要素巧妙嵌入教学环节，实现对学生价值

观的潜移默化培养。课程思政还强调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

生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社会现象，进而强化其对主流意识形

态的认同与践行，最终推动教育目标从单一的知识获取向全

面素质提升转变。

1.2 音乐表演专业与课程思政的契合性

音乐表演专业以艺术实践为核心，其教学内容天然蕴

含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情感表达。音乐作品作为思想与文化的

载体，不仅承载了创作者的个人情感，还深刻反映了特定历

史时期的社会背景与文化价值。民族音乐作品尤为典型，它

们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如《二泉映

月》通过凄美旋律传递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而《梁祝》

则以浪漫叙事展现了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在专业教学中融

入思政元素，能够引导学生从技术层面深入至文化层面，解

读音乐背后的思想意蕴与价值取向。这种结合不仅强化了学

生对音乐本质的理解，也促进了其文化自觉与社会责任感的

形成。同时，课程思政为音乐表演注入了更为深远的时代意

义，使学生在艺术实践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2 高校音乐表演专业课程思政的融入路径

2.1 课程目标的思政融入

音乐表演专业课程目标的设定需深度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理念，从而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从艺术实践层面出发，

课程应强调培养学生对音乐作品内涵的精准把握与情感传

递能力，这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熟练掌握，更要求学生具备

深刻的文化理解力与价值观认同感。在职业素养培育方面，

需引导学生将尊重作品、尊重观众的理念内化为自觉行为，

通过严谨的排练与精细的舞台呈现，体现对艺术本身的敬畏

之心。同时，课程目标应着重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使

他们在艺术创作中主动承担起弘扬优秀文化、传播正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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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使命。此外，敬业奉献精神的培养可通过具体教学环节

实现，如设置高标准的艺术实践任务，让学生在面对挑战时

锤炼意志品质，从而塑造其坚韧不拔的职业品格。 

2.2 教学内容的思政挖掘

2.2.1 挖掘音乐作品中的思政元素

音乐作品作为音乐表演专业教学的核心内容，蕴含着

丰富的思政元素，这些元素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艺术表现

力，还能增强其思想深度与文化认同。以《黄河大合唱》为

例，这部经典之作不仅是音乐史上的瑰宝，更是一面反映民

族精神的镜子。通过剖析其创作背景，可以发现作曲家冼星

海在抗战时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紧密相连，这种深厚的

爱国情怀为作品赋予了强烈的思想内涵。从音乐风格来看，

《黄河大合唱》融合了中国传统旋律与现代作曲技法，展现

了民族音乐文化的独特魅力。而从情感表达角度分析，该作

品通过雄浑壮丽的音调和极具冲击力的节奏，传递出不屈不

挠的民族抗争精神。教师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深入体会这些

层面，使他们在演唱或演奏时，不仅注重技术呈现，更能深

刻理解作品所承载的历史意义与价值观念，从而激发内心深

处的民族自豪感与社会责任感。同时，这一过程也培养了学

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意识，使其在艺术实践中实现思想

升华与人格塑造。

2.2.2 融入音乐史中的思政素材

音乐史作为音乐表演专业的核心课程，其教学过程能

够有效融入思政素材，以深化学生的思想认识与艺术修养。

通过剖析不同时期音乐家的生平与创作背景，可揭示他们所

承载的社会责任及艺术追求。例如，贝多芬在面临双耳失聪

这一重大困境时，仍以超凡毅力坚持创作，他的作品不仅展

现了对命运挑战的抗争精神，更蕴含了对自由、平等与博爱

理念的深刻表达。这种精神贯穿于《第九交响曲》等经典之

作中，体现了艺术创作与人文价值的高度统一。此外，巴赫

一生致力于宗教音乐创作，其作品传递出虔诚信仰与道德力

量，而肖邦则以民族情怀为核心，将波兰文化精髓融入钢琴

音乐之中。这些案例表明，音乐史教学可通过解读音乐家的

创作动机与社会影响，引导学生理解艺术创作背后的文化内

涵与时代精神，从而培养其坚韧品质与责任意识。同时，学

生能够在学习中领悟到艺术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紧密联系，为

其职业发展注入更深的思想动力。 

2.3 教学方法的思政创新

2.3.1 情境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在音乐表演专业课程思政中的应用，可通

过精心设计与音乐作品高度契合的场景来实现。具体而言，

将中国传统音乐作品的教学置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情境之中，

能够深化学生对作品文化内涵的理解。例如，在教授古琴曲

或戏曲选段时，可通过搭建仿古舞台、运用传统乐器以及安

排学生身着汉服等形式，营造沉浸式的学习氛围。这一方法

不仅使学生更直观地把握音乐作品的艺术特征，还促使他们

深入体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从而强化文化认同感与

民族自豪感。从学术角度看，情境教学法的实施依托于认知

心理学理论，即通过感官刺激与情感共鸣促进知识内化。同

时，实证研究表明，此类教学方式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艺术表

现力与思想深度，使他们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与职业素养。这种教学模式将抽象的思政元素具象

化，为音乐教育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

2.3.2 合作学习法

合作学习法在音乐表演教学中的应用，通过小组任务

促进学生间的深度互动，强化其协作能力与专业素养。在具

体实践中，学生需共同完成编曲、排练及演出等环节，这一

过程要求成员间充分交流与理解，从而提升沟通技巧。同时，

该方法强调对多元意见的接纳与整合，促使学生学会尊重同

伴的艺术见解，在磨合中塑造包容心态。从学术角度看，合

作学习契合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即知识通过群体互动得以深

化与重构。实证研究显示，此类教学方式能显著增强学生的

团队意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将思政元素融入其中，可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艺术价值观，如通过协商决策培养民主参与

意识，借助集体创作激发责任担当精神，最终实现专业技能

与思想政治素养的协同提升。

2.4 评价体系的思政导向

音乐表演专业评价体系的构建需深度融合思政导向，

以全面衡量学生的综合素养。在具体实践中，该体系应包含

对艺术表现力与思想内涵传达能力的双重考量。艺术表现力

不仅体现为技术层面的精准度，还涵盖学生对作品情感深度

的理解与诠释能力。同时，评价需关注学生在舞台呈现中展

现出的职业操守与社会责任意识，如是否具备尊重文化传统

的态度以及对观众的情感引导力。此外，评价指标可进一步

细化至学生对作品历史背景及社会价值的认知水平，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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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团队协作中所体现的集体观念与沟通能力。实证研究表

明，这种多维度评价模式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将思想政治教育

内化于心，并外化为具体的表演行为，从而实现专业技能提

升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通过科学设定权重比例，确保评

价结果既反映学生的技术水准，又凸显其思想境界的高度，

最终助力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思政觉悟的复合型人才。

3. 高校音乐表演专业课程思政的实践案例分析

3.1 某高校音乐表演专业课程思政实践案例

某高校音乐表演专业在声乐课程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

通过精心选择具有深厚思想内涵的声乐作品，如《红梅赞》

《我的祖国》等，引导学生深入理解音乐背后的文化价值与

历史意义。教师以创作背景为切入点，剖析作品所承载的社

会责任感及家国情怀，并结合具体演唱技巧进行示范指导。

例如，在讲解《红梅赞》时，不仅强调气息控制与音色变化

的重要性，还着重分析歌词中蕴含的坚韧品格与革命精神，

使学生在技术训练的同时感悟艺术作品的思想深度。

课堂实践中，教师通过模拟舞台情境，强化学生的职业

素养与行为规范。例如，要求学生在演唱前充分准备，展现

对作品的尊重；演唱过程中注重表情管理与肢体语言运用，

体现对观众的责任感。这一过程有效培养了学生的敬业态度

和团队协作能力。此外，评价体系从单一的技术考核转向多

维度评估，涵盖情感传达、舞台表现力以及对作品思想内涵

的理解程度。例如，学生需在期末汇报演出中阐释个人对所

选曲目文化背景的理解，并结合实际表演展示其综合能力。

经过一学期的实践探索，学生在声乐技能显著提升的

同时，思想政治素养也得到同步发展。多名学生反馈，通过

深入学习这些经典声乐作品，他们对爱国主义精神及民族文

化自信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同时，在舞台表演中，他们能

够主动调整自身状态，以更专业的形象和更真挚的情感感染

观众，实现了艺术表达与思想引领的有机结合。这种教学模

式为音乐表演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证明了艺

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3.2 实践成果与启示

教学实践验证，课程思政在音乐表演专业中的深度融

合展现出显著成效。学生思想层面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自信得

以强化，同时借助艺术表达精准呈现作品的情感张力及价值

内核。通过深入探究作品的历史渊源与社会语境，不仅推动

了专业技术的精进，还使舞台表现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思

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技能训练相辅相成，既提升了学生的艺术

修养，又塑造了其正确的价值观。具体而言，学生在解析经

典声乐作品时，能够将历史背景与技术要求有机结合，从而

深化对作品内涵的理解。例如，在演绎革命题材歌曲时，学

生通过对时代特征的剖析，实现了情感表达的精准性与深刻

性。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参与跨学科研究项目，培养其综合素

养，进一步拓展了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这一模式创新性地

将艺术教育与育人目标统一起来，凸显了课程思政在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上的独特作用，为音乐表演专业的未来发展提供

了新思路。

4. 结论

高校音乐表演专业课程思政的融入是新时代高等教育

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在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

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和实践，能够实现音乐表演专业

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实际的教学案例也证明了

课程思政在音乐表演专业教学中的积极意义。未来，高校音

乐表演专业应进一步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不断创新融入

路径和实践方式，为培养德艺双馨的音乐表演人才做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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