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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attach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ce to music education in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Music education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aesthetic	ability,	and	different	musical	works	convey	different	emotions.	Therefore,	teachers	need	to	teach	a	variety	
of	appreciation	methods	for	specific	music	content,	so	that	students	can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music.	In	addition,	in	music	
teaching, teachers also need to integrate moral education knowledge, so that students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and 
music. In this way, students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ir musical literacy, but also develop in an all-round way, and love learning music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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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中国在新课程改革中对音乐教育的重视逐渐增加。音乐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不同音乐作品传达各异的
情感，因此教师需针对特定音乐内容教授多样的鉴赏方法，以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音乐。此外，在音乐教学中，教师还
需将德育知识融入，使学生意识到德育与音乐的交融。这样，学生不仅能提高音乐素养，还能全面发展，更加热爱学习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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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德育知识可以渗透到各个教学科目，音乐教学也不例外。

通过在音乐课堂上融入德育知识，学生不仅学习音乐，还能

了解更多的德育内容，包括热爱祖国、奉献社会、团结合作

等。不同的德育内容需要不同的教学方式，例如，在音乐鉴

赏中引入红歌，能够让学生认识到热爱祖国的意义，学习奉

献社会的伟大精神。教师的教学方式至关重要，需要吸引学

生积极参与，探究音乐背后蕴含的德育知识。论文将从小学

音乐教学现状和德育在音乐教学中的融合措施两个方面入手，

以帮助学生在音乐教学中提高音乐素养和综合素质。

2 核心素养视角下小学音乐教学现况

首先，一些学校对于新课程改革的音乐教学要求反应

滞后。在新政策的影响下，许多学校仅仅在主要学科方面进

行了创新，而对音乐教学改革则显得漠不关心。尽管表面上

似乎积极响应了素质教育理念，实际上，学校仍然延续传统

教学方式，领导层也未向行政部门提出相应需求，导致核心

素养的培养滞后不前。其次，小学音乐教师长期受传统教育

理念影响，形成了僵化的教学思维，导致对音乐教学的认识

陷入僵局。教育改革与这些老师的观念发生冲突，产生了一

定的抵触情绪，使得教学出现矛盾。最后，学校对音乐教学

的重视程度不高。因为学校未能重视音乐教学，对聘用音乐

教师的要求相对降低。即便在当前核心素质教育的大环境

下，学校对于教师的培养也拖延不前。尽管一些学校响应新

课程标准的呼声，建立了音乐课程，但由于教师个人音乐素

养的制约，所制定的教学目标仅仅是形式上的，未真正体现

素质教育的核心，即以学生为主体，让他们成为课堂的引领

者。这导致学生在塑造音乐自信方面缺乏途径，音乐教育的

实质被忽视。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6卷·第 14 期·2023 年 07 月

37

3 核心素养理念下德育知识在音乐教学中的
融合意义

新课程标准强调，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学

生高尚的审美情趣。中小学音乐课程不再仅仅是传授音乐知

识，而是通过多种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鼓励他们主动

探索音乐世界，让学生在沉浸式的体验中获得丰富的音乐知

识，感受音乐的美妙。通过传授音乐知识和音乐技能，学生

在各种实践活动中提升自身的音乐修养，培养高尚的审美

情趣。在欣赏音乐美的过程中，学生培养了对美的理解力、

感悟力和创造力。因此，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中小学音

乐教学不再仅仅注重传统的音乐技巧和音乐理论知识的灌

输，而是构建了综合性、沉浸式的音乐体验课程。在这种课

程中，所有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都旨在培养学生的审美情

趣和审美能力，音乐美育已经成为一种深层次、潜移默化的

教育过程。核心素养强调的并非知识和技能，而是培养获取

知识的能力。这种教育模式的兴起标志着素质教育进入了新

的发展阶段，意义深远。在这个背景下，教师需要着重于培

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而这也是当今教育工作者的主要任务之

一。在音乐教育中，融合核心素养和音乐教学是教学活动的

核心。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不仅要使学生感受到音乐的独

特魅力，教师还必须通过实际教育向学生传递音乐的发展历

程、音乐的历史和文化，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

德教育。

4 核心素养视角下小学音乐教学德育实施策
略分析

4.1 挖掘教材中德育元素
小学教学的核心在于课堂教育，音乐活动中教师应以

课堂为主战场，深入探索音乐教材中的德育资源。通过深入

剖析和研究教材，把握音乐课堂的教学重点。强调德育主题，

加深学生的情感体验。音乐教材内容非常丰富，教师应该认

真研读教材，实施思想教育，例如通过传唱充满正能量的歌

曲，帮助学生理解核心内涵。采取小组合作探究的方法，帮

助学生掌握音乐学科的原理。在小组成员的积极探究下，深

化学生的情感体验，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例如，在小

学戏曲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可以融入德育元素，引导学生欣

赏唱脸谱这一传统戏曲作品。这不仅培养了学生对中国传统

艺术的探究兴趣，还传递了孝感天下、精忠报国等正面故事。

通过整合丰富的戏曲资源，学生得到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

有效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在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

中，挖掘戏曲文化的育人功能，激活学生的文化自信，培养

学生的人格品质，有力地推动了立德树人的有效实施。教师

在音乐课堂中充分挖掘德育元素，创造丰富的音乐场景，激

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德育渗透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在传授音乐知识时，教师应在课堂中创造一种

合作学习的氛围，让学生在学习音乐的同时培养团结合作的

德育观念。音乐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它不仅仅是

简单地传授音乐知识，还包括歌唱技巧的教授，当然还包括

合唱教学。在教授合唱技巧时，音乐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若

干小组，每个小组学习同一首合唱歌曲。教师会介绍基本的

合唱技巧，然后引导学生进行歌唱。教学结束后，可以组织

小组合唱比赛，鼓励每个小组积极参与，学生们在比赛中相

互配合、共同探究合唱的方法，最终完成合唱任务。这种方

式既促使学生交流合唱技巧，也使学生在合唱过程中体验到

团结合作的重要性，领悟到团结合作的德育价值。

最后，不同学生的差异因素多种多样，包括家庭背景、

教育方式、学习需求和个性特点等等。这些差异直接影响学

生的多个能力，如学习、探究、感知和分析能力。因此，教

师应该尊重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进行分层评价，确保每位

学生都能有所收获。对于学习和音乐感知能力较强的学生，

教师应引导他们超越自身限制，深入探究音乐背后更深层的

知识，体验音乐带来的不同情感，运用丰富的想象力进行创

作，并以多种方式表达。对于学习和音乐感知能力相对较弱

的学生，教师应该提供更多关心和帮助，使他们在积极、正

面的课堂氛围中参与学习。在学生展示音乐作品后，教师应

引导班级学生相互评价，挖掘不同学生的优势和长处，并将

其转化为推动个人发展的动力，实现班级整体提高的目标。

4.2 音乐欣赏中渗透德育
在歌曲欣赏过程中融入德育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教育任

务，在音乐课堂中，教师必须充分认识到德育的关键性。通

过音乐这独特的艺术形式，教师有责任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

观，帮助学生领悟音乐学科的独特魅力。教师需要选择合适

的教学形式，在音乐鉴赏课上帮助学生接受美的熏陶，在良

好的道德教育氛围下，净化学生的内心，深化他们的情感体

验。为此，教师可以推荐一些具有价值观的音乐作品，引导

学生在欣赏中思考作品所蕴含的情感，感受音乐传递的审美

元素。在歌曲的节奏中，学生能够迅速融入音乐的氛围，准

确地把握音乐作品传达的深层情感，明确其德育属性。通过

歌曲欣赏，教师传递德育信息，培养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

为了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反复播

放红歌音乐。在学生聆听的过程中，教师向他们解释这首歌

曲所表达的情感，并传授鉴赏红歌的技巧。接着，教师播放

几首红歌音乐作品，让学生在小组内共同进行音乐作品的鉴

赏。这种小组合作不仅能让学生感受到团结合作的精神，还

能使他们在红歌音乐的鉴赏中体验到热爱祖国的情感。最重

要的是，学生通过这样的合作，鉴赏技巧会更牢固，音乐能

力也得到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学生的综合素养。举例来说，

音乐教师可以以“革命歌曲”为主题进行音乐课堂教学。通

过历史革命的视角，教师整合相关的音乐作品，引导学生欣

赏《义勇军进行曲》《歌唱祖国》《黄河大合唱》等作品。

这些作品的慷慨激昂的歌词和旋律能够激发学生内心深处

的情感。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在这美妙的音乐中感受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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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好幸福生活的真谛，激发了他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

求，同时也帮助他们树立了崇高的理想。不论在生活中遇到

任何挫折，学生都会被这些音乐所激励，勇敢面对。教师可

以结合这些音乐作品蕴含的深刻哲理，帮助学生挖掘其中蕴

含的革命精神。通过感性的方式和理性的解释，教师向学生

传递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同时，教师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创造生动立体的音乐鉴赏场景。通过多媒体展示，将与音乐

情境相关的图片呈现给学生，使抽象的音乐变得更加具体。

这种生动的场景不仅可以激活学生的情感体验，还能够加深

学生对音乐文化的理解。

4.3 实践表演中渗透德育
著名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强调，培养个性全面和

谐发展的人需要学生积极参与、亲身体验，教育家陶行知也

指出：“实践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亲身体验的经历让人刻

骨铭心，永志不忘。音乐课的教学过程即音乐艺术的实践过

程。在音乐教学中，将学生置于主导地位，理解他们的心理

特点，以各种音乐实践活动为核心，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直

接体验音乐活动，能够显著提高他们的音乐感受、表现和创

造能力。

活动不仅是情感、认知和行为的协调过程，也是孩子

身心和谐发展、各种能力成长、知识技能学习的过程。音乐

课堂中的新情感体验并非教师灌输，而是学生通过听觉、视

觉、运动觉甚至直觉等感官，主动融入并体验的。孩子不需

教师口述的艺术，而是通过自身参与，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艺

术。这种实践不仅陶冶心灵、确立健康的审美观，更以审美

体验为基础，以多样的审美经验积累为前提。因此，音乐实

践活动成为最自然、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在音乐实践活

动中，学生不仅增强了音乐自信心，还培养了良好的合作意

识和团队精神，最终综合能力得到快速提高。

小学音乐教师不仅挖掘教材中的德育资源，也通过多

样实践教学活动塑造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德育是主线，融入

各种教学活动中，使用新颖内容和多样形式激发学生情感，

使他们在不同情境中接受道德思想的熏陶，推动德育教育的

有效实施。音乐作为一门富有表现力和渗透力的艺术形式，

教师引导学生参与实践表演活动，不仅培养了团队协作精

神，还激发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帮助他们树立了正确的人

生价值观。教师引导学生将音乐情感融入日常生活，提高学

生的学术水平，逐步完善道德品质教育环境。举例来说，在

进行《新年音乐会》教学时，教师能够依据学生的生活设计

多样化的音乐实践表演活动。这些活动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创

作歌曲和舞蹈，通过歌声传达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

个阶段，教师可以融入来自不同民族的音乐元素，创造出充

满活力的民族氛围，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在音乐实践表演

活动中，教师能够构建开放式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进行积

极向上的品德教育，培养他们崇高的道德情操。音乐教师需

要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巧妙设计实践表演活动，并在其中

融入德育元素，使学生在开放式的艺术活动中提高学习的积

极性。通过德育的引导，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提升学

生的课堂体验，促使学生综合素质得到更好的发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德育在育人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作为合格的音乐教师，必须清晰地认识到音乐对学生道德思

想发展的深远影响。在音乐课堂中，深入挖掘音乐德育素材，

开展多样化的音乐鉴赏活动，组织学生积极参与音乐实践表

演，在各种场景下帮助学生接受美的熏陶。音乐教师应当创

造多元情境，展示音乐艺术的独特魅力，在审美教育中提高

学生的生活信心，激发他们对未来学习与生活的期待，同时

塑造学生崇高的理想和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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