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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高等院校音乐课程的德育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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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德育贯穿整个高等教育的各门课程之中'音乐作为大学生公共艺术教育中的一门重要课程#不仅发挥着提高学生音

乐素养%培养良好性情方面的功能&而且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同样表现出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基于此#文章在简要论述音

乐课程德育方式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其德育功能与教学方法#由此为当前的音乐课程教学活动提供必要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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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察传-引用孔子的一段话$*昔者#

舜欲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

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无声#以通八风#

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

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

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

5

#

6远古时代的先

民就是借助这些精心编制的或者是随意而为的%具

有意味的音乐表演活动#加强氏族部落首领对于民

众的思想统治#由此充分彰显出了音乐艺术的思想

教化价值'这对于当前高校音乐教学活动具有重要

的启发意义'

一&高校音乐课程的德育方式

'一(特定音乐作品的歌词内容具有德育功能

每一首歌曲#既经过词作家%曲作家的精心创

作#使歌词蕴含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学习者或者是

聆听者发挥着重要的教育与启发意义&同时也经过

音乐教师的专门的选择#由此更加保证了歌词内容

在引导%培养和熏陶学生思想道德观念与思想道德

行为中的正面意义'诸如,我们是共和国的明天-%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等等#培养青少年学生对于祖

国的热爱与崇敬心理&,光荣啊#中国共青团-%,我们

的队伍-培养了学生积极向上%团结奋斗的意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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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脚步-%,出航进行曲-%,多彩的花季-则很好地

培养了学生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的心理'

'二(特定音乐作品的曲式旋律具有德育功能

各种音乐作品传达出或者是含情脉脉#或者是

激情飞扬#或者是抑郁消沉#亦或者是悲壮激烈的情

感思想和韵味'此种曲式旋律及其所流露出的情感

思想#一方面在潜移默化地培养和熏陶学生丰富的

想象力和独特的思想情感内涵#拓展其在日常生活

中的情感认知方式#深化其情感体验心理#由此以更

具亲和力%更加人情化的方式与人沟通和交往&另一

方面也在培养学生温文尔雅的%文质彬彬的%感性化

与稳重性的性格特征#不仅塑造出良好的形象#而且

培养了其精心%细致的为人处事方式'这也是提升

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特定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具有德育功能

任何一首经典的音乐作品#背后都必然包含着

丰富的故事内容#或者是创作者坎坷的人生经历&或

者是音乐作品独特的创作背景与创作经历等等'音

乐教师在开始具体的音乐教学活动之前#必然会对

该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进行系统%全面的介绍#由此

帮助学生深化对于该音乐作品思想内涵%情感韵味

的理解和认识#提高其对于该音乐作品的学习效率

和学习质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对学生的

思想道德观念%思想道德行为%情感心理%价值观念

以及性格特征的一种熏陶和培养活动#对于学生思

想道德的形成与健康成长同样呈现出重要的价值和

意义5

!

6

'

'四(特定音乐作品的学习过程也具有一定的德

育功能

音乐作为一项独特的艺术形式#要想深刻理解

其思想内涵与情感意蕴#并娴熟地掌握其表演技巧#

就必须进行持之以恒的训练活动'这需要学生拥有

足够的耐心和毅力#不仅能够忍受重复训练所带来

的枯燥%乏味之苦&而且还必须承受独自训练所产生

的孤独%寂寞的感觉'不仅如此#课堂教学所能够传

授的内容也非常有限#大量的内容还需要学生在课

下自主地进行摸索和训练#由此才能深化对课堂教

学内容的认识#从而达到熟能生巧的程度#因此#基

础音乐教学活动还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的

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特定音乐作品的学习

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吃苦耐劳%持之以

恒%坚持不懈%忍受孤独和寂寞以及进行主动探索%

主动学习的性格特征'

二&高校音乐课程的德育价值

'一(够增强学生的思想道德认知能力

高校音乐教育活动一方面要求学生能够从特定

的音乐作品中体悟作者的情感思想%情感意蕴以及

各个方面的思想道德观念等等'这一过程能够极大

地丰富学生的情感思想与情感观念#增强其情感认

知能力和思想道德认知能力#从而能够从日常学习%

日常生活中发现美%感知美#并进行潜移默化的学习

活动'另一方面#高校音乐教育活动还要求学生能

够通过具体的音乐创作活动来自由地抒发和表达自

己的情感思想'这一过程不仅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

音乐创作能力#更需要其主动地挖掘%发现并利用合

适的音乐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兼具音乐创作的

技术性与情感性双重特征'

'二(能够丰富学生的思想道德情感

高等院校音乐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和欣赏每

一首音乐作品的过程都是一个用心体验和感受新的

情感思想的过程#从而在潜移默化之中#不仅能够培

养出强大的情感认知%情感体验能力&而且还极大地

丰富了学生的情感思想#使其具备丰富而深厚的道

德情感内涵#由此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以正确的眼光

看待周围的事物#并潜移默化地进行思想道德方面

的学习活动#逐渐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

'三(能够规范学生的思想道德行为

首先#高校音乐教育活动所带来的学生思想道

德观念方面的转变以及相应的思想道德修养的提

升#本身就能够潜移默化地指导学生在日常学习%日

常生活过程中的思想道德行为#由此表现出正确的%

符合社会大众认可的行为方式5

&

6

'其次#当前高校

音乐教育中的部分音乐作品在歌词内容中本身就直

白地表达出善恶%美丑%正确与否的观念#从而对学

生的日常行为方式产生直接的规范作用'这使学生

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以爱憎分明%艰苦朴素的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从而呈现出正确的行为方式'

'四(能够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性格特征

高校音乐教育活动在培养学生性格方面则呈现

出多方面的功能价值#比如特定音乐作品的歌词内

容教育学生要诚实守信%无私奉献%爱憎分明%积极

进取等等&特定音乐作品的曲式旋律培养学生多情

善感%温文尔雅的情感心理和性格特征&特定音乐作

品的学习与训练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吃

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忍受孤独和寂寞以及

进行主动探索%主动学习的性格特征等等'从这个

角度来说#高校音乐教育活动在培养学生积极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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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格特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对高校学生

实施德育活动的一种重要体现'

三&当前高校音乐课程德育教学存在的

问题

当前#高校音乐教学虽然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

修养方面发挥着多方面的功能价值#但实际教学效

果并不理想#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首先是很多

学校仅仅将基础音乐教育课视为一门培养学生音乐

欣赏能力%音乐表演能力或者是提高学生艺术修养

的课程#缺乏对此门课程德育价值与德育方式的深

入了解和认识'很多音乐教师制定的课堂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中几乎很少明确

提到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其次是当前高校音

乐教育的德育效果呈现出良莠不齐的状态#很多年

轻的音乐教师倾向于选择一些流行歌曲%时尚歌曲

或者是外来的港台歌曲作为教学内容#虽然迎合了

青少年的音乐审美兴趣#但却或多或少地激发起了

学生的爱情思想%追星观念#甚至产生消沉低落%萎

靡不振%厌世嫉俗%玩世不恭的心理'第三则是当前

高校音乐教育活动的德育方式的规划与实施过于理

性化#政府机构十分清楚音乐教育的重要德育价值#

由此从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

育%理想教育%道德教育%劳动教育%社会主义民主和

遵纪守法教育以及良好的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教育

的角度来规划高校音乐教育的内容与方法'这虽然

在政策层面上!暂且不论各个学校是否能够真正执

行"保证了音乐教育能够坚持正确的德育方向#设置

正确的德育内容#采取合适的德育方法#但却抹杀了

音乐独立性的问题#尤其是缺乏对音乐教育所带来

的感性认知特征的考虑'最后#很多学校并没有将

音乐教育作为核心课程来看待#仅仅是在国家政策

的推动下#被动地开设此门课程并进行相关的教学

活动#从而也缺乏建构系统%严格的音乐教学质量%

教学效果监督与考核体系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这这

直接造成音乐教师教师对基础音乐教育的德育价

值%德育方式的认识不够#很少能够有意识地%积极

主动地设置合适的%具有针对性的基础音乐教育的

德育目标%德育内容与德育方式等等'

四&改进高校音乐课程德育方式的对策

建议

'一(政府教育部门应制定出更加细致的高校音

乐教育的德育发展政策

我国教育部应结合,关于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艺术教育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

育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有关高校音乐教育%高校德育

教育的相关内容#以及当前我国高校学生思想道德

发展现状#由此制定出更加细致%更具指导性与实践

价值的高校音乐教育的德育发展政策#包括高校音

乐教育过程中的德育价值的说明%德育目标的设定%

德育方式的分析%德育内容的建构%德育方式的选

择%德育效果的监督与评估以及在此过程中应当注

意的问题等等#从而为高校音乐教育的开展提供细

致%明确的指导作用#使高校音乐教育活动能够顺利

地实现预期的德育目标'

'二(高校应深化对音乐教育德育功能的认识并

加强规划与实施活动

各个学校转变观念是提高音乐教学活动的教学

质量与教学效率的关键所在#只有观念的转变#才能

使随后的课程设置与课程开展活动变得更加积极%

更加主动#由其呈现出明确的创新意识与变革意识

等等5

A

6

#由此提高课程设置的科学性与开展开展的

质量和效率'另外#各个学校所建构起的高校音乐

教学计划与教学纲要不仅要明确音乐教育目标%教

育内容%教育方法与教育模式等等&而且还必须制定

有系统%严格的教学质量监督与考核体系#从而增强

音乐教师和学生对于基础音乐课程的重视#以更加

积极%主动的态度来面对基础音乐教学和学习活动'

'三(科学建构音乐教育的德育路径

各个学校除了要提高对音乐教育活动的认识并

加强对音乐教育的开展活动之外#还必须在国家教

育部门所制定的音乐教育的德育规划的指导下#深

化对音乐教育的德育方式%德育价值的重视#并且在

相关政策文件的指导下#结合自身音乐教育现状%学

生思想道德水平情况#建构起一套适合本校实际情

况的音乐教育的德育计划#包括本校音乐教育中的

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方法%德育模式%德育效果

监督与考核措施以及在此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等

等'其中#各个学校尤其要注意的问题是#音乐教育

活动过程中德育效果的实现不能喧宾夺主#而是一

定要尊重音乐教育独立性%个性化的规律以及音乐

艺术感性化%情感化的特征#从而在推动音乐教育发

展#提高音乐教育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的过程中#

潜移默化地发挥其德育效果'

'二(高校应加强对音乐教师的选拔与后期培训

活动

各个学校一方面应加强对音乐教师的选拔活

动#包括其音乐专业素质%教学能力%思想道德修养

等方面的标准#由此为随后的音乐教学活动顺利地

实现德育价值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应当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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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多角度加强对音乐教师的后期培训活动#包

括音乐专业素质的培训%思想道德的培训%音乐教育

中德育内容与德育方式方面的培训等等#由此使其

深化对高校音乐教育的德育价值的认识#并掌握科

学%有效的德育方法#由此顺利地实现高校音乐教育

活动的德育效果'这是我国高等院校音乐教育活动

顺利实现思想道德教化功能的又一项重要保障'

'五(激发学生对于音乐课堂的学习兴趣与学习

积极性和主动性

高校音乐教师一方面要制定出系统而严格的考

核措施#提升学生对于此门课程的重视程度&另一方

面要选择一些既蕴含着积极正面的德育观念#又符

合学生音乐审美特征与审美心理的教学内容#并通

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展开具体的音乐教学活动#

由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进行

音乐学习活动#从而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音乐教育

中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熏陶与感染#最终逐渐提升自

身的思想道德修养'

孔子曾说过$*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荀子也认

为音乐可以*广教化#美风俗'+人们在很早便已意识

到音乐艺术在道德教化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并由此

进行相关的音乐创作%音乐传播与音乐教育活动5

%

6

'

当前#我国教育部门应在素质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针

对高校学生现状#制定出系统的音乐教育课程标准#

加强对高校音乐教学活动的指导#由此发挥其应有

的德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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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的气质#浪漫的风格#形而上的超越#精神

上的居高临下111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苏轼高远%大

气%清旷的独特美学风格#使其在北宋文坛独树一

帜'而这些特质#在嘉四年所创作的,南行集-中

便已然隐约展现出来'

四&结语

,南行集-是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唯一一部

诗文合集#其中的苏轼作品代表着苏轼文学生涯的

正式开端'尽管从整体来看#苏轼这一时期的作品

并不成熟#但是其日后诸多的文学风格在此时都已

初见端倪#其日后的诸多文学成就也都与此时的创

作不无关系'所以#,南行集-是我们进一步认识苏

轼的一扇窗户'

,南行前集-创作于舟行阶段#父子三人在数月

时间内与长江有着近距离的接触#江水意象在,南行

前集-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一意象是,南行前集-

的一个点#以点带面来看#我们可以在文学%哲学%美

学等不同层面进一步认识苏轼#同时也可以看到这

次旅行对苏轼文学生涯的影响实际上超出了我们以

往的认识'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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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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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三人第一次一同进京为嘉元年!

#"%$

年"#苏洵

陪同苏轼%苏辙兄弟进京参加科举考试'

*!

据苏轼,南行前集叙-所言$*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

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由此可知#舟行部分诗文集#

最初叫,南行集-#后为区别于,南行后集-改称,南行前

集-'

+!

此处参见曾枣庄先生,三苏合著
#

南行集
$

初探-#文章

见于,文学评论-

#FBA

年第
#

期'

,!

关于这一问题#也曾有不少人持否定态度'清代学者整

理苏轼作品集#便有人将,南行集-部分删除#而以苏轼

为官凤翔时期为其文学的初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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