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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音乐通识课程中实施思政教育

的问题和创新措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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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高校教育愈发注重培养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在此此背景下，推动思政教育与各类课程

的融合，已然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高校音乐通识课程作为素质教育的核心构成，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艺

术修养，更蕴含着独特的思政教育功能，在培养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进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聚焦高校

音乐通识课程与思政教育的融合，阐述二者的内在联系及融合的意义，深入剖析当前在音乐通识课程中实施思政教育

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创新措施。旨在推动高校音乐通识课程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高尚品德的新时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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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constant renewal of educational ideas, higher education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all-round comprehensive talents. In this context,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various cours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current education 

reform. As the core component of quality education, music general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ot only helps to improve students'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but also contains a unique fun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all-round 

comprehensive talen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music general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pounds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on, deep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usic general courses,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innovative measures. It aims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usic gener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cultivate talents with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and noble moralit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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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大力推行“三全育人”的时代背景下，思政教育的关键地位愈发凸显。高校音乐通识课程作为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基础

性课程，凭借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与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思政教育的重要潜在阵地。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音乐通识课程，既是顺应时

代发展的需求，也是培育德艺双馨高素质人才的必然举措。然而，当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二者的融合存在不少难题。深入剖析这些问

题并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措施，对于提升高校音乐通识课程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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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音乐通识课程与实施思政教育的内在联系及

融合意义

（一）音乐通识课程为思政教育提供载体

思政教育往往需要生动、形象的方式来增强其吸引力和感染

力。音乐作为一种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艺术形式，具有强大的情感

共鸣作用。它以旋律、节奏、和声等元素直接触动学生的心灵，

使思政教育不再局限于抽象的理论说教。通过音乐通识课程，学

生在欣赏、演唱、演奏音乐作品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政教

育。比如，当学生参与经典红色歌曲的合唱时，他们能深切感受

到歌曲中所承载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通过音乐传递情感的方

式，相比单纯的文字讲解，冲击力更强，也使得思政教育更易为

学生所接纳 [1]。

（二）思政教育拓展音乐通识课程内涵

传统高校音乐通识课程大多侧重于音乐知识与技能的教学，

像乐理知识讲解、音乐史梳理以及演唱演奏技巧传授等。而思政

教育的融入，为这一课程赋予了全新活力与深度。通过挖掘音乐

作品背后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以及创作者的思想情感，学生不

再仅仅停留于欣赏音乐的美妙旋律，更能领悟音乐所蕴含的价值

观念与精神实质。以学习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为例，学生在

感受其雄浑激昂的音乐气势之际，能深入体会到抗日战争时期中

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从而丰富了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层

次，拓展了音乐通识课程的教育内涵。

（三）培养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

新时代高校的核心使命是立德树人，为国家培育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音乐通识课程与思政教育

相互融合，对实现这一重要目标有着关键作用。音乐教育具备提

升学生审美、创造能力以及艺术修养的功能，而思政教育则侧重

于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二者有机结合，使

学生在提升艺术素养的同时，还能培养出良好的道德品质、社会

责任感与团队协作精神 [2]。

二、高校音乐通识课程中实施思政教育的问题分析

（一）教学理念方面

部分高校教师对音乐通识课程承载思政教育功能的认知存在

偏差，依旧秉持传统的教学理念，将其单纯定位为传授学生音乐

技能与知识的课程，未能充分意识到音乐作为文化与情感载体所

蕴含的强大思政育人潜力。这种片面的理念导致教学中思政教育

与音乐教学的割裂。

（二）教学内容方面

现行音乐通识课程的教学内容在思政元素的融入上存在明显

不足，未能充分发挥音乐作品的思政教育价值。从教材角度看，

许多音乐通识教材侧重于音乐专业知识体系的构建，对音乐作品

思政内涵的挖掘不够深入系统，未能将作品与当时的社会思潮、

历史事件、文化观念紧密联系，导致学生难以理解作品背后深层

次的思政意义。同时，教学内容更新滞后，未能及时呼应时代发

展热点与社会现实需求，如在当下科技飞速发展、多元文化碰撞

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未引入相关主题音乐作品，引导学生思考音

乐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使得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现实生活脱节，

难以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与学习兴趣 [3]。

（三）教学方法方面

教学方法的传统与单一，是制约音乐通识课程思政教育效果

的重要因素。目前，大部分音乐通识课程教学仍以教师讲授为

主，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教师在课堂上单方面地讲解

音乐作品中的思政内容，缺乏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学生缺乏主

动思考和参与的机会，难以真正理解和吸收思政教育内容。此

外，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在音乐通识课程思政教育中的应用不够充

分，未能充分发挥多媒体、网络平台等资源的优势，丰富教学形

式，提升教学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4]。

（四）师资队伍方面

高校音乐通识课程教师队伍的思政素养和能力参差不齐。音

乐教师大多在音乐专业领域具有深厚的造诣，但在思政教育方面

可能缺乏系统的学习和培训。这使得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对思政

元素的挖掘不够精准和深入，难以将思政教育与音乐教学有机融

合。例如，在引导学生理解音乐作品的思政内涵时，无法从专业

思政教育的角度进行深入解读，导致思政教育浮于表面。同时，

高校缺乏针对音乐教师思政教育能力的有效培养机制，未能为教

师提供足够的学习和提升机会。

（五）评价体系方面

当前高校音乐通识课程的评价体系主要围绕音乐专业知识和

技能进行设计，对思政教育效果的评价缺乏科学有效的指标和方

法。这种评价导向使得教师和学生将主要精力放在音乐知识和技

能的学习上，忽视了思政教育目标的达成。而且评价方式较为单

一，多以传统的考试、作业形式为主，无法全面反映学生在思政

教育方面的收获和成长 [5]。

三、高校音乐通识课程中实施思政教育的创新措施

（一）革新教学理念

高校应通过组织培训、专题研讨、学术交流等多种形式，引

导音乐教师更新教学理念，深刻认识到音乐通识课程在思政教育

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让教师明白，音乐通识课程不仅是艺

术教育的平台，更是思政教育的重要渠道，肩负着培养学生思想

道德素质的重要使命。教师要将思政教育融入音乐教学的全过

程，从课程目标设定、教学内容选择到教学方法运用以及教学评

价实施，都要充分体现思政教育的要求。

（二）深入挖掘思政元素，优化教学内容

教师要深入钻研音乐作品，从历史、文化、社会等多个维度

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将其巧妙地融入教学内容。对于不

同类型的音乐作品，采用不同的分析视角。在教授中国传统音乐

作品时，深入挖掘其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

神和价值观念。如在讲解古琴曲《流水》时，不仅介绍其独特的

演奏技巧和音乐风格，更要深入阐释其所蕴含的“高山流水觅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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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文化内涵，以及中国古代文人对友谊、自然的崇尚之情，

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介绍西方音乐作品

时，引导学生了解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以及其中所反

映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批判性思维。同时，结合

当下社会热点和时代主题，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音乐作品，使思

政教育更贴近学生生活，增强学生的代入感和认同感 [6]。

（三）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思政教育效果

在高校音乐通识课程思政教育中，创新教学方法至关重要。

一方面，应融合多样化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与主动

性，提升思政教育效果。除传统讲授法外，要更多运用讨论法、

案例分析法与实践教学法等。比如，课堂上组织学生讨论音乐作

品中的思政问题，如“从音乐作品看不同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

鼓励学生各抒己见，通过思想碰撞深化对思政内涵的理解。运用

案例分析法，剖析代表性音乐作品里的思政元素，引导学生解读

作品价值观念。通过音乐表演、创作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做中

学，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创作音乐，将思政教育

内化为实际行动。还可采用情境教学法，创设与作品相关的历史

或生活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作品情感与思想 [7]。

另一方面，要借助现代教育技术丰富教学形式。利用多媒体

设备播放音频、视频，展示历史图片与文字资料，营造生动直观

的学习氛围，助力学生理解感受作品，如讲解作品时同步播放创

作背景纪录片与不同演奏版本。依托网络教学平台提供丰富资

源，如在线课程、视频及讨论论坛等，方便学生自主学习交流。

教师可在平台发布思政拓展资料，引导课后学习，通过论坛组织

深入探讨，拓宽学习渠道 [8]。

（四）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思政素养

在高校音乐通识课程思政教育创新中，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是

关键。高校需高度重视提升音乐通识课程教师的思政素养，搭建

系统培训体系。通过组织专题培训，邀请思政专家为音乐教师系

统讲解思政教育基本理论、方法及最新动态，助其深入领会思政

教育内涵与要求。开展学术讲座，分享思政与艺术教育融合的成

功案例及前沿成果，拓宽教师视野。组织音乐教师参与思政实践

活动，如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进行社会调研等，增强他们对思政

教育的感性认知与实践经验。同时，鼓励教师自主学习思政知

识，研读经典著作、关注时事热点，夯实思政素养基础，为思政

教育在音乐课程中的有效实施筑牢根基 [9]。

此外，要建立音乐与思政教师的跨学科协作机制，增进双方

交流合作。定期组织联合教研活动，共同探讨思政教育与音乐通

识课程的有机融合。活动中，思政教师从专业角度助力音乐教师

挖掘音乐作品思政元素，音乐教师则分享教学方法经验，双方携

手设计教学方案，实现优势互补。高校还可引进或培养兼具音乐

与思政教育能力的复合型教师，充实师资力量，为音乐通识课程

思政教育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五）健全评价体系，助力思政教育成效提升

完善评价体系是高校音乐通识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一环，需

从构建多元评价指标与丰富评价方式两方面着力。

建立科学合理的多元评价指标体系，全面评价学生在音乐通

识课程思政教育中的学习成果。除了传统的音乐知识和技能考核

外，增加对学生思政素养的评价指标，如学生对音乐作品中思政

内涵的理解和感悟、在音乐学习过程中所体现的价值观、道德品

质和行为表现等。同时，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关注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的态度、努力程度和进步情况，将形成性评价与终

结性评价相结合，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

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综合运用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学

生互评等方式，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教师评价要注重对

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的全面评价，及时给予学生反馈和指

导。学生自评有助于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反思和总结，培

养自主学习能力。学生互评则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

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通过多样化评价方

式的结合，充分发挥评价的激励和引导作用，促进学生在思政教

育方面的成长和发展 [10]。

四、结束语

在高校音乐通识课程中实施思政教育，是培养全面发展高素

质人才的必然要求。尽管当前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但通

过革新教学理念、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强化师资队伍

建设以及完善评价体系等一系列创新措施，能够有效推动音乐通

识课程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高校应

充分认识到音乐通识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性，持续探索和实践，

不断优化教育教学过程，为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高尚品德的新时

代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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