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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设计路径研究与实践 
张帆  张钰莉 

(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长春  130000） 

摘要：钢琴课程作为学生接受美育教育的重要路径，做好钢琴课程的教学可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随着课程思政建设的不
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校在开展钢琴课程的教学中融入了思政元素，提高了钢琴课程的育人质量。对于钢琴课程教师来说，需提高
对于思政元素的重视程度，科学制定钢琴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计划，转变传统单一开展教学的局限性，提高钢琴课程教学质量，
更凸显钢琴课程的育人价值。本文分析钢琴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积极作用，指出钢琴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现状，并提出钢琴课
程融入思政元素的设计路径，旨在为今后开展教学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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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教育理念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钢琴课程以及课程思政的受关注度相较于

从前来说均有着明显的提高。由于钢琴课程教学的特殊性，其

中含有较多的思政元素，可作为学生接受思政教育的重要路径。

在今后的钢琴课程教学中，教师也需依照课程思政的要求改进

传统落后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形式，使得学生在融入课程思政

元素的钢琴课程学习中获得综合素养的全面提高。 

一、钢琴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积极作用 
（一）提高钢琴课程的育人质量 

当下，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大力

发展经济的同时，我国也在快速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进程，文化

艺术领域的发展受关注度不断提高，也使得越来越多的群体认

知到了钢琴课程教学的重要意义。与其他类型的课程相比，钢

琴课程不仅具有艺术层面上的特征，更具有实践层面上的特征，

与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也使得钢琴课程融

入思政元素成为可能。从钢琴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积极作用来

看，其可有效提高钢琴课程的育人质量。在具体的表现上，思

政元素的融入促使教师针对钢琴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优化，除

传统教学内容之外，更将我国民间音乐等内容纳入到针对学生

的教学内容中，可起到丰富教学内容的作用。此外，钢琴课程

与课程思政均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促使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

中转变传统单一灌输理论知识的局限性，为学生设计多元化的

教学实践活动，提高了钢琴课程在教学上的生动性以及灵活性
[1]。 

（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在钢琴课程教学以及课程思政建设的过程中，学生均占据

主体地位，在教育理念革新的促进下，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成

为各个学科教师开展教学的主要方向。从钢琴课程融入思政元

素的积极作用来看，其在提高学生综合素养上也有着较好的促

进作用。在具体的表现上，思政元素的融入促使教师深度挖掘

钢琴课程中的美育教育元素，更将传统文化作为学生学习的重

要内容，可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掌握钢琴的基础知识，

更感知到我国传统文化艺术发展的高度，激发学生学习传统文

化的积极性。与此同时，钢琴课程融入思政元素使得教师的教

学模式得以更新，可使得学生获得更多练习钢琴的机会，不仅

提高了学生的钢琴演奏能力，更可使得学生在多元化的活动中

树立正确三观，促使学生艺术素养以及文化素养的形成[2]。 

（三）钢琴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现状 

融入思政元素是今后钢琴课程开展教学的主要方向，但从

当下钢琴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现状来看，部分教师由于没

有及时革新自身的教学理念，导致其对于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视

程度不足，在促进思政元素与钢琴课程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

较多的问题。在具体的表现上，部分教师没有在钢琴课程中融

入思政元素，仅以传统的教学内容开展教学，以指导学生钢琴

演奏技巧和提高学生钢琴演奏能力为主，导致学生的钢琴课程

学习存在片面性。其次，部分教师尽管在教学中融入了思政元

素，但在教学形式上缺乏创新，仅以为学生讲述思政内容为主，

缺乏针对学生的有效引导。最后，部分教师没有在教学评价中

融入思政元素，且部分教师自身缺乏思政教学能力，均是影响

钢琴课程与思政融合教学有效性发挥的重要原因[3]。 

（四）钢琴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设计路径 

二、在教学内容中融入思政元素 
1.传统音乐 

教学内容作为学生学习钢琴课程的主要渠道，在教师将思

政元素融入到钢琴课程的教学中，可在教学内容中融入思政元

素，使得学生在掌握钢琴知识的同时更接受到思政教育。在具

体的实施中，教师可以传统音乐作为切入点，在教学内容中增

加传统音乐的内容，帮助学生从钢琴学习的角度上理解传统音

乐的艺术价值。在选择传统音乐的过程中，教师需结合学生的

钢琴基础知识掌握水平以及兴趣爱好等为学生进行选择，尽量

选择文化底蕴深厚并有着一定历史背景的作品作为针对学生的

延伸拓展内容，以此来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丰富自身的文

化内涵，更提高学生对于音乐的感知能力。例如教师可选择钢

琴作品《皮黄》作为思政元素的融入点，引导学生在学习该首

作品音乐表现情况以及演奏技巧的同时更基于该首作品学习我

国的京剧艺术内容，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深化对于我国传

统京剧艺术的理解，更感知到作品中对于爱国主义情怀的歌颂，

激发学生传承并弘扬传统文化的积极性[4]。 

在教师以传统文化作为切入点融入思政元素的过程中，还

可为学生选择一些由传统音乐改编的钢琴作品作为学生品鉴的

内容，使得学生在品鉴的过程中感知其中的文化内涵，加深学

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在具体的实施中，教师可

利用 《十面埋伏》这一作品开展教学，《十面埋伏》由琵琶作

品改编成为钢琴作品，在应用传统钢琴演奏技法的同时更对琵

琶的演奏技法进行了模仿，不仅保留了我国民族音乐的艺术特

征，更借助钢琴在演奏上的音色生动的展示了楚汉相争的情境。

在教师指导学生钢琴技法的同时，也可为学生讲述楚汉相争的

故事，引导学生针对这一故事展开思考，利用历史开展针对学

生价值观的教育。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为学生选择《梅花三弄》

作为鉴赏作品，《梅花三弄》由古琴名曲改编，对于梅花高洁的

形象进行了歌颂。教师可以梅花作为切入点，要求学生学习梅

花的坚毅品格，以此来开展针对学生的素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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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红色音乐 

红色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凝聚了

革命先辈为争取民族独立以及民族解放所付出的牺牲与代价，

红色文化中更蕴含着较多的红色音乐内容，是战争时期凝聚全

国人民合力的重要路径。在教师将思政元素融入钢琴课程教学

内容中，也可利用红色音乐作为切入点，组织学生针对红色钢

琴音乐作品进行品鉴，借助对于作品的品鉴加强针对学生的红

色文化教育。在具体的实施中，教师可为学生播放《共产儿童

团主题变奏曲》《解放区的天》《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保卫黄河》

《歌唱祖国》等经典的红色钢琴音乐作品，并为学生讲述作品

背后的故事，引导学生在学习演奏技巧的同时掌握我国红色文

化的深厚内涵，实现红色基因在学生中的传承，激发学生的爱

国主义情感[5]。 

三、在教学模式中融入思政元素 
（一）鉴赏教学模式 

为使得学生真正在钢琴课程的学习中接受到思政教育，教

师还可在教学模式中融入思政元素，利用丰富的思政元素促使

教学模式得以革新。在具体的实施中，教师可应用鉴赏教学模

式开展教学，组织学生在鉴赏的过程中感知其中的文化内涵。

在鉴赏教学模式的应用上，教师可为学生播放《保卫黄河》这

一钢琴独奏曲。《保卫黄河》是钢琴协奏曲《黄河》中的第四乐

章，改编自光未然的抗日救亡诗歌《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

唱》以黄河作为切入点，对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进行了

歌颂。教师在组织学生鉴赏的过程中，可要求学生自行收集与

该首音乐作品相关的资料，引导学生表达自己对于该首钢琴作

品的理解。学生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可加深对于抗日战争的

理解，使得学生认知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培养学生的社会

责任意识[6]。 

（二）实践教学模式 

钢琴课程教学以及课程思政均有着较强的实践性，也为实

践教学模式在钢琴课程融入思政元素中的应用提供了先决条

件。在教师促进思政元素在钢琴课程教学的融入上，可为学生

设计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使得学生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得以

实现综合素养的形成。在具体的实施中，教师可为学生设计钢

琴演奏活动，以传统文化作为主题，引导学生自由选择传统文

化中的内容作为自身钢琴演奏的表演素材，使得学生在演奏的

过程中接受到思政教育。与传统教师仅讲述理论知识的教学模

式相比，以实践教学模式促进思政元素在钢琴课程教学中的融

入更具开放性，可以学生提供更多的发挥空间，深化学生对于

钢琴课程教学以及课程思政的理解，提高了学生的钢琴学习效

率。 

四、在教学评价中融入思政元素 
教学评价在钢琴课程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教师评估

钢琴课程融入思政元素实施成果的重要工具。部分教师由于对

于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视程度不足，使得其在针对钢琴课程融入

思政元素的过程中也缺乏相应的评价，不利于钢琴课程思政建

设的顺利开展。针对于此，教师除需在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模式

中融入思政元素之外，还需在教学评价中融入思政元素，加强

对于学生思政素养提升情况的评价。在具体的实施中，教师可

对教学评价内容进行优化，除考评学生对于钢琴基础知识以及

演奏能力的掌握之外，需将学生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表现以及

素养提升情况等均纳入到针对学生的评价范围内，从整体的角

度上开展对于学生的考评，便于教师更好地明确钢琴课程融入

思政元素的实施成果，为教师后续改进教学计划提供参考[7]。 

五、提高教师思政教学能力 
在钢琴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设计路径中，教师占据重要地

位，教师的思政教学能力可直接影响钢琴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

教学质量。针对部分教师缺乏思政教学能力的情况，在今后的

教学中，学校需加强针对教师的培训。在具体的实施中，学校

除须将钢琴专业教学内容作为针对教师开展培训的重要内容之

外，还需将课程思政的内容纳入到针对教师的培训范围内，提

高教师对于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视程度，帮助教师更好地找出思

政元素在钢琴课程教学中的切入点，促进钢琴课程与思政元素

的深度融合。由于课程思政以及钢琴课程的教学均具有较强的

实践性，学校在针对教师开展培训的过程中，除需围绕理论层

面知识开展培训之外，更应以实践的方式开展针对教师的培训，

使得教师在多元化培训形式中真正提高自身的思政教学能力。

为端正教师对于课程课程建设的重视程度，学校还需将钢琴教

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纳入到针对教师的评价范围内，并将考

评结果与教师的评优评先等进行有机结合，提高教师对于钢琴

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重视程度，为促进钢琴课程与思政元素的

高质量融合做好教师层面上的支持与保障。 

结语：在钢琴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不仅提高了钢琴课程的

育人质量，更可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针对部分教师在开展钢

琴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今后的教学中，教师可在教学内容、

教学模式以及教学评价中融入思政元素，更应重视提高教师的

思政教学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思政元素在钢琴课程教学中的

积极作用，为我国艺术领域的发展做好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1]张文婷.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钢琴弹唱课程开展思政

教育的课例分析[J]. 科学咨询,2024(8):215-219. 
[2]仇潇潇.课程思政趋势下探讨"钢琴艺术指导"课程的开

展——以大提琴乐曲《绣金匾》教学为例[J].乐府新声,2023(1): 
139-145.  

[3]车志丹.课程思政融入高职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的实
践探索[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22(1):59-62,100.  

[4]束谦. 音乐学"课程思政"的本源优势与构建路径——以
音乐教育专业钢琴课程为例[J].当代教研论丛,2023,9(3):103- 
-107. 

[5]朱子君,树文红.思政视域下高校音乐学专业钢琴课程改
革全方位探索[J].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23(4):42-45.  

[6]郭瑾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思政教学路径探索
——以钢琴音乐课程群为例[J].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2023,22(1):91-94.  

[7]董梅.新时期美育视阈下综合类高校艺术课程思政探索
实践——以钢琴即兴伴奏课程为例[J].乐器,2022(11):48-50. 

张帆（出生年—1980），性别：女，民族：汉，最高学历：
硕士研究生，职称：副教授，研究方向：钢琴教育。 

张钰莉（出生 1999 年 1 月），性别：女，民族：汉族，最
高学历：研究生，职称：学生，研究方向：钢琴教育与教学研
究 

课题信息：2023 年吉林艺术学院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题，
课题名称：实践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设计路径研究与实践——
以地方高校钢琴实践教学为例，课题编号 2023X006（吉艺教发
〔2023〕24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