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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在高校音乐中的渗透与融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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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从思政教育在高校音乐中的渗透与融合分析进行阐述说明。高校在创建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因为教

师所讲解的知识枯燥乏味，导致学生知识学习缺少主动性，但同时音乐业存在情感性、形象性等特点。由此，

如果可以促进音乐与思想政治之间内容的整合，让学生在具体的实践中感受音乐散发魅力，那么就可以让学生

欣然接受音乐，净化学生的心灵，进而为学生创建积极向上的人生方向，让学生可以树立人生观、世界观以及

价值观，成为对社会发展有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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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explains the penetration and integration analysi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music.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created b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because the knowledge 

explained by teachers is boring，leading to the students' lack of initiative in their knowledge learning，but at the same 

time，the music industr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 and image. Thus，if you can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music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let the students feel in the concrete music practice with charm，then can let 

the students accept music，purify the student's mind，and create a positive life direction for students，let the students can 

set up the outlook on life，world outlook and values，become useful talen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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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的发展下，高校音乐与思想政治之间的整

合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整个时代的必然需求，因此我们不能

逆着时代而前进，需要顺应时代的改革发展，明确找到思想

政治与高校音乐教学整合点。由此可见，需要高校学生以及

思想政治的教师，全面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学习意识，明确

的认识到思想政治与音乐教学融合发展的根本意义。在实际

的音乐教学期间，教师不仅要注重理论知识的教学讲解，并

且还应当提升学生的欣赏能力，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念，进而促进情感的共鸣。现如今，高校所创建的音乐教学

还存在部分的问题，限制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因此需要

师生之间的共同努力，实现全面整合与运用，让学生成为社

会骨干。积极探索音乐课程的思政元素提取与运用，旨在为

音乐教学融合思政元素提供参考。 

1、音乐教学整合思想政治的根本原因 

在近几年发展中，各个高校都更为注重音乐专业教学的

顶层的设计，进行实现了强大艺术的育人效果。为了更好的

迎合实际教学目标，一些高校都已经将思想政治作为根本导

向，从而促进教学内容完善，促进教学手段的优化，发展立

德树人教育目标。此外，还需要在音乐课程教学中明确教学

内容的设计，积极挖掘潜在歌曲当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

元素，依照恰当的方式融入在对声乐的课程教学之中。例如，

党在百年发展的历史中，我们会看到各个时期所涌现的积极

向上红色歌曲曲目，并且歌曲当中蕴含着民族发展与正确精

神价值的追求。因此，在课程设计的期间，需要全面挖掘歌

曲中蕴含的思政内容，确保学生在歌曲中明确民族发展的精

神。不仅如此，在回顾历史发展的进程期间，需要培养发愤

图强、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进而迎合“立德树人”的发展

发展目标。 

思想政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根本内容，可以稳定学生

自身的心理基础。不仅如此，这也是解决社会矛盾主要问题。

但是在具体的实践发展期间，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

现，需要充分认识到西方文化产生的冲击，这一影响的出现

会直接受到思想情绪文化影响，导致思想十分的混乱。结合

当前情况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明显的不足，限制了人

格的构造与育人理念的形成。且这种不重视的形式，就会直

接导致思维能力不能提升，但同时还存在部分思想浮于表

面，思想不能沉下去，难以提供针对性的力量。 

2、思政教育在高校音乐中的渗透意义 

2.1 促进学生思维能力与想象力提升 
对于音乐与思想政治来说，这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

但同时通过教学的整合发展，可以让两者之间的联系更为紧

密。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因为思想政治理论单薄，由此具

体的教学期间导致知识学习内容十分枯燥，学生的学习效果

也不理想，对于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技能十分的不利。但是

音乐教育不同，对于思想政治发展下的音乐教学，可以提升

灵活性，保证学生知识学习的体验感得到提升，进而让学生

有更为强烈的参与体验感，提升学生知识学习的热情，这在

当前的教学中十分的关键。但是如果可以在大学思想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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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音乐教育融入，就可以转变以往知识学习的弊端，促进

学生正确知识的掌握，发展学生知识学习兴趣，构建完善的

知识学习体系，激发学生想象思维能力，彰显高质量教学。 

2.2 促进学生思想政治学习渠道宽广 
在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期间，课程教学主要就是广泛的

交流方式，但是这样的方式在新时代教学中相对悠久，在长

时间的发展中其中必然存在合理性。但在新时代的发展中，

思想政治业逐渐滋生了教学的弊端，教育教学呈现了多样化

的方式，以往的知识学习已经不在顺应，且已经被先进的教

学方式取代，跨学科的综合素质能力发展成为根本趋势。音

乐是当前学生知识学习的主要内容，可以方便思想政治呈现

的更为高质量的效果，发展学生健全知识学习兴趣，让学生

顺利接受，消除教师与学生心理上存在的隔阂，进而为思想

政治教育的创建奠定坚实基础。 

3、思政教育在高校音乐中的渗透对策研究 

3.1 促进音乐与思政教育融合形式丰富 
在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中，课程创建的方式也是相对多元

化的，由此需要教师迎合多元化的形式，确保音乐欣赏与思

想政治可以全面影响。由此可见，需要在教学中合理运用多

媒体技术，促进静态知识发展的更为动态，进而实现知识的

全面整合，避免枯燥的知识始终枯燥。需要在具体的教学中

引进多媒体技术，让多媒体技术成为辅助性工具。教师需要

合理运用多媒体技术，积极转变思想政治教育单一的说教形

式，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更为丰富。除此之外，通过多媒

体技术所创建的音乐场景，可以强化师生互动。例如，教师

在教学《黄河大合唱》的期间，为了确保学生全面感受歌曲

的力量。需要教师进行视频播放，全面感知音乐歌曲所散发

的魅力，为学生创建正确的爱国主义的情感教育，提升学生

的爱国情感，通过集体活动的合唱方式，强化班级教学的凝

聚力。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迎合思想政治的目标，并且也满

足了新时代社会人才的发展。 

3.2 强化对学生正确的思想引领 
在新时代的发展中，都更为注重对学生技能的培养，由

此忽视了审美能力提升。因此，需要在教学中明确思想道德

的建设，促进在教学中的全面思想政治引领，确保学生可以

认识到音乐欣赏能力对于思想政治发展的意义，因为这都是

学生需要关注的重点，对于文明建设有着关键的意义，进而

迎合社会发展需求。在新时代发展中，人文素质教育已经成

为根本形式，是时代发展中人民群众的心之所向。因此，在

音乐教学创新中，要加强对于时代性的知识的重视程度，在

知识的选择上，要侧重于音乐的审美素养与文化内涵的体

现，尤其是像民族音乐，若想要保证表演的效果，就必须要

让学生深入的了解这段故事的文化背景，在教学过程中，要

有针对性的对学生进行训练，通过思政元素融合条件下的音

乐教育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文化意识和文化自信，并使学

生能从中获得感悟。由此，我们不应当违背时代发展潮流，

需要转变思想误差，进而迎合时代目标。 

3.3 促进实践课程教育，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方式，由此需要在教学中注重理

论与实践之间的整合。不管是音乐教学，还是思想政治教育

都十分的关键。因此需要全面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且在实

践教学期间，通过多种发展提升行为能力。由此可见，不仅

可以确保学校获得成绩，并且还为学生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提升学生更强的社会感知能力，发展健全素质能力技能。不

仅如此，在具体的教学中，还需要将实践发展作为导向，进

而转变以往音乐知识教学存在的弊端，实现了音乐与思想政

治整合发展。且在具体的实践活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发现，

社会注重将思想政治作为载体，进而在红歌中交流，促进如

果如茶的进行。除此之外，还需要鼓励学生将自己所学习的

活动回馈在医院、社区当中，进而彰显音乐所散发的社会性

功能，体现人文性特征。这样一来，学生不仅可以在具体实

践中感知认知技能，并且还可以提升辨析事物能力，确定正

确的目标与方向，让学生可以构建正确人生观念，发展综合

素质技能。课程思政教学内容：1.利用竹笛深厚的历史底蕴

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2.利用良好的呼吸和演

奏方法培养学生健康的体魄；3.利用竹笛演奏中的情感表达

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表现美的能力。任何方法都是为实践

而服务的。中医讲“通则不痛”，竹笛的演奏要求演奏者身

体放松而通畅；呼吸要气沉丹田灵活运用，与中国的气功和

书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竹笛的学习中放松通常的身体状态

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着很大的好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们在传承竹笛深厚的文化的同时也培养良好的身体素质，

同学们才能以后为国家做贡献，实现人生伟大理想，实现我

们的中国梦。 

3.4 在音乐教学中提升正确情感体验 
音乐知识的学习实际就是以嗓音的训练为主，进而进行

歌曲情感的表达，但是这一期间格外注重演唱的技巧方式，

进而通过优秀唱功与情感内涵，全面传递给观众。教师在实

际的音乐演唱教学中，需要更为注重歌曲的情节当中的内容

表达，进而全面发展演唱者歌曲价值认同感。如果情感到位

演唱者在演唱的期间，可以将自己落实在所创作歌曲背景

中，那么究可以促进情感价值的升华。因此，需要教师在具

体教学中注重引导，进而积极感受作者在歌曲当中所的传递

的情感，掌握创作人员精神追求。这一情感体验可以确保学

生充分的认识到到德育实际意义，全面激发学生自我教育的

意识，为学生树立正确人生发展的新方向。例如，教师在教

学《白毛女》与《杨白劳》的期间，需要明确其中正确的角

色定位。歌曲的主要人物就是杨白劳，并且这是受到封建地

主阶级压迫人民角色，因为没有办法上交给地主租金，在大

年夜到处躲账，由此遭受到了地主黄世仁的逼迫，不得已将

女儿当作租金抵押。由此，需要在教学当中，引导学生从内

心出发，感受作品传递的情感价值，充分认识到杨白劳被压

迫所面临的无奈，积极运用肢体进行表达。在演唱的过程中

需要声音哽咽，步伐沉重，全面展现，进而彰显正确角色效

果，平复情绪，促进的情感表达。在演唱结束回归现实之后，

需要促进情感价值的分析，实现科学价值观念的树立。又或

者，教师在教学《我爱你中华》的过程中，需要让学生深入

感受歌词内涵价值，从而通过歌曲的优美旋律，加深学生的

情感体验。除此之外，在歌词的“但是我最爱的只有你，可

爱的中华”的副歌部分中，可以促进真挚爱国体验感。 

3.5 在音乐教育中强化思想政治体验感 
通过思想政治与音乐课程之间的整合，需要教师充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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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音乐欣赏重视，进而明确音乐欣赏课程落实思想政治根

本措施，彰显高质量教学，提升学生知识学习积极性，确保

学生在音乐欣赏中有极强的欣赏能力，起到更为恰当的融合

教育效果。在高校音乐教学融合思政元素的背景下，音乐的

表述应当要达到是“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是为了谁，

你也让我知道以后要为了谁”的程度，将思想政治最直接的

体现在音乐作品中。音乐中的每一个动作、表情、眼神都是

表达作品情感的重要部分，并且缺一不可，所以需要学生要

要练就毅力和韧性。需要要将思政理论融入到学生的日常学

习、生活中，保证学生在实践中有效发展。但是在实际的音

乐教学中，课程的重心往往是在学生的音乐技巧、形体塑造

等方面，并不能保证思想精神层面上的知识得到锻炼。因此，

有必要将美学教育与实践相结合，让理论指导实践，让实践

验证理论，让学生通过实践培养审美情趣和知识。在教学中，

必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研究分析舞蹈背后的情感和文化属

性，这样才能以饱满的情感来诠释舞蹈。因此，需要教师促

进教学的内容的综合设计，确保学生感受到音乐音乐思想文

化的共性，让学生在音乐知识学习中可以构建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念，强化学生知识学习的体验感。例

如，让学生呢个通过对音乐作品情感的感受，可以弥补学生

内心的缺失，强化知识学习的互动性，注重教学内容的挖掘。 

3.6 创建健全思想政治育人效果 
现如今的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念构成的主要时期，大学

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会对学生内心产生直接的影响，由此创

建健全的思想政治教育十分的关键。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各地高校在课程设置上推进思政工作，把价值观的形成、

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融为一体，旨在把学生培养成为爱

党爱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尤其是现阶段，学生经

常会受到网络文化的冲击，并且社会当中的低俗、不正言论

都会为学生带来的消极的影响，因此，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

育的引导，为学生构建积极向上的文化价值理念，完善教学

发展的机制，促进音乐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整合发

展，引导学生创建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彰显知识学习的有

效性，进而依照音乐欣赏课程，促进两者之间的整合发展。

即运用竹笛吹奏进行师生或生生互动，以充分调动学生学唱

歌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例如在学唱歌曲旋律的过程中，教

师吹奏一个乐句，学生学唱一个乐句：也可以是个别学生吹

奏一个乐句，其他学生学唱一个乐句。在学唱歌词时，可以

教师吹奏旋律，学生哼唱歌词：可以个别学生（或一组学生）

吹奏歌曲旋律，其他学生学唱乐句歌词：也可以个别学生（或

一组学生）吹奏歌曲旋律，其他学生哼唱歌词。这樣，就使

学唱过程生动活泼、趣味盎然，增强了学唱的有效性。教师

可以在具体的音乐教学中选择更为积极向上的内容，引导学

生具备正确价值理念，彰显环境育人的效果，让学生尝试找

到全新的学习切入点，明确正确观念。 

结束语 

总而言之，高校是当前发展思想政治的根本阵地，且也

是当前促进学生自身素质能力提升的根本要求，直接关系到

下一代学生能否健康在成长，并且这在高校音乐教学中也十

分关键。音乐教学不仅要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同时也可以为

学生构建正确的人生方向。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来说，这是相

对敏感性的课程，应当迎合新时代发展的脚步，为学生规划

正确目标，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进而为学生产生积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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