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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ercise of social and survival pressure,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face the pressure of employmen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emotion and study. In the long run,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re becoming more apparent. In this 
context, music educa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which can not only overcome psychology and release pressure with the help of 
melodious melody, but also cultivate sentiment and protect mental health.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influence of music education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discusses the optimization of paths, including 
music appreciation teaching,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teachers, improving the infrastructure of music education, and other 
strategies, so as to make the overall mental health level of students effective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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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社会、生存压力的不断演练，高职学生面临就业、人际交往、情感以及学习方面的压力。长此以往，心理健康问题愈
发明显。在此背景下，音乐教育得到广泛应用，不仅可以借助悠扬的旋律克服心理、释放压力，还能够陶冶情操，为心理
健康保驾护航。因此，论文以音乐教育对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为切入点，探讨优化路径，包括音乐赏析教
学、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完善音乐教育基础设施等策略，使学生整体心理健康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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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心理健康问

题在高职院校学生群体中日益受到关注。作为身心发展阶段

的重要时期，高职学生面临着学习压力、就业压力以及自我

认知等多方面的挑战，这使得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成为不容

忽视的议题。音乐教育，作为一种集感性与理性、情感与技

术于一体的教育形式，因其独特的情感表达和心理调节功

能，在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通过音乐教育，

不仅可以有效减轻学生的心理压力，提升他们的情绪调节能

力，还能够促进学生自我意识的提升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增

强。因此，探讨音乐教育对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及

其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 音乐教育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理论依据

2.1 音乐教育具有促进心理健康的功能
众所周知，在缓解压力、舒缓情绪方面，音乐具有显

著效果。而高职学生正处于树立正确价值观、芳华阶段，在

情绪、思想上容易受外部因素影响，加上人际关系复杂等，

悲观、焦虑在所难免。在此情景下，音乐教育发挥不可替代

的作用，高职院校应重视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推进音乐与

生活、教学有机结合，助力于创建负面情绪宣泄渠道，为消

除紧张、身心放松作铺垫。因为当人们接触音乐时，感官会

逐渐松解大脑皮层，使烦恼短暂从大脑中抽离，沉浸式欣赏

音乐带来的乐趣。其次，音乐是打开心灵的窗户，在情趣、

审美培养方面产生积极作用。如空灵的音乐能够排解内心抑

郁、消除杂念，对培养高职学生开朗性格、涵养情怀意义

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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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音乐教育具有人际关系和谐的功能
从广义上来讲，音乐也可以作为一门语言，以打破人

际关系壁垒，形成和谐氛围。例如，人们可以借助音乐表达

情感，因为真实感受更能打动人心，从而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这种建立在音乐体验的交流，真正做到敞开心扉沟通。因此，

通过积极参与集体音乐活动，可以激发高职学生团队合作精

神、集体荣誉感，为未来职业规划、社会交际提供可靠基础。

2.3 音乐教育具有协同教育的功能
在新时期背景下，音乐教育已然成为人才培养、社会

稳定的重要趋势。只有促进多元化学科融合，才能培育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种一体化教学方式不仅优

化了教学结构，对培养复合型人才更是锦上添花。例如，高

职院校仅注重数、理、化方面的教育，忽略音乐职能，就会

导致教育成效偏差，包括学习成绩突出，性格木讷；或者思

维活跃而理论储备不足等。由此可见，协同教育至关重要。

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思想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以及心

理素质协同效应。

3 强化音乐教育对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的
优化路径

3.1 进行音乐赏析教学，提高学生审美能力
在音乐教育过程中，音乐作品引用必须贴合学习兴趣，

能够吸引其注意力，然后结合心理健康问题设计教育方案。

旨在疏导情绪并养成勇于表达内心感受与展现自我的能力。

总的来说，收集学生兴趣话题、偏好是挑选音乐作品的第一

步，可以通过小组讨论、问卷调查等方式实现。例如，冥想

曲目在流行乐中具有平和旋律，而慢板乐章作为古典乐的特

点，以舒缓节奏闻名，在教学伊始引用此类音乐，有助于愉

悦身心、营造轻松氛围，从而专注音乐本身。在此背景下，

教师可以设计引导性问题，包括“生活中哪些场景符合这段

旋律的意境？”“这段音乐会让你产生怎样的情绪”等，如

此一来，学生畅所欲言，逐渐吐露心声。这时，对教师的耐心、

应变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教师应从反馈中捕捉每一位学生的

反应，如是否存在负面情绪等，如果有可适当引导或消除，

从根本上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优秀的音乐作品能够使高职学生沉浸在艺术殿堂，对

培养其审美能力有积极作用。具体操作步骤为：首先，布置

恰当的课堂环境添加课程渲染力。如采用间接或柔和光源，

然后外放轻风声或流水声等，以强化沉浸感。与此同时，为

了确保学生进入特定的情感基调，教师需要设置前景，激励

学生发散性思维。举个例子，介绍作者的创作意图、音乐背

景以及旋律缓急表达的方式，学生在这些铺垫下赏析音乐作

品，能够解读更多层次情感线索，使心理更细腻。教师也可

以选择一个重要节点按下暂停，就作者的情感变化开展小组

讨论，通过情感共鸣滋养学生心理健康。

此外，如何把控教学进度是重中之重。不可操之过急

也不能太慢，应以学生心理承受能力为导向，确保所有学生

都能习得教学内容。基于此，观察、分析个体心理状态必

不可少。举例说明：如果学生心理负担较大，那么缓解学生

紧张情绪是关键，可以选择与《G 弦上的咏叹调》相似的作

品，通过舒缓节奏、流畅旋律来安抚学生敏感心理；对于内

心较强大的学生，可以选择《悲怆交响曲》《命运交响曲》

这种宏伟曲目，因为这些情感起伏、节奏变换更快，能够锻

炼学生的适应能力。可见，音乐教学与生活紧密相连，只有

提升学生与音乐课堂的互动，才能形成利于心理健康的有效

机制。

3.2 加强教师能力培训，引发学生情感共鸣
在音乐教育中，教师占据重要地位。因此，聚焦教师

能力培训至关重要。可以引入情景模拟提升教师实践操作能

力。以下对具体实施步骤进行详细说明：其一，情景模拟应

具备多样化。即任何心理问题均能辐射到。就拿自卑、不自

信来说，大部分源于学业压力造成的。在此背景下，教师应

模拟干预时间、预测可能面临的挑战。例如，利用同理心演

练不同角色，包括揣摩介入者何时识别问题；心理学生面临

何种学业压力或困扰。这种角色转换为优化路径提供了可靠

依据。其二，正确选择应对措施、识别心理问题等是教师培

训的重点，可以融入情境再现、案例分析等手段强化音乐教

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的黏性。例如，案例分析能够取长补短，

通过反思讨论洞察真实案例中策略的“长短”，然后将其嵌

入到角色扮演中，不断升华、改进教学策略。

进行音乐教学时，非直接方式应引起广泛关注。即锻

炼教师多维度、多方位支持心理健康教学。如何在潜移默化

中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帮助是一项值得深思的议题。高职院

校可以开发多元化教学示范课程，这涉及不同心理健康教育

模块。举个例子，在音乐课堂中，心理健康知识是附加价值，

教师只要强调情感表达的重要性，便能促使学生不由自主抒

发心意，如成长经历、个人情感等。在此过程中，教师即没

有直接传输心理健康理念，但又在教学过程中完成调节学生

情绪、树立正确观念的任务。强化了心理健康与音乐教学的

关联性。最后，在新时代背景下，开放性课堂氛围充满趣味

性。教师应牢牢抓住这一点，提升自身教学水平，通过言语、

表情等传递正能量，以身作则，引起学生共情。当然，在此

过程中，对教师的观察力、敏捷性提出更高要求，以便于及

时发现异常情绪并作出反应，第一时间减轻学生心理负担。

3.3 扩展音乐教育实施途径，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第一，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工具有助于提升音乐教育

水平，使教学效率最大化。例如，乐理知识具有复杂性，思

维导图能够帮助教师理清逻辑，分层整理。尤其是针对心理

素质薄弱且音乐基础较差的学生。具体而言，乐理知识分级

需要依托在学生学习水平上，教师需要识别学生接受能力、

应用能力等，并寻找差异化，明确乐理知识分解层级，继而

以图形形式呈现出来。在这一步骤中，涉及不同模块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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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相互关系用各种形状进行关联。一方面，不同图形有助于

区别于模块深浅程度，使学生能够根据自身需求由浅入深提

升自身水平；另一方面，这些关联的模块能够梳理复杂的乐

理知识，使高职学生的内在逻辑结构得到进一步锻炼。举个

例子，学习“构建和弦”这个知识点时，可以运用不同的颜

色区别和弦转位、扩展和弦和基本和弦等内容。然后教师根

据颜色设置学习顺序，以便高职学生掌握、复习不同阶段知

识。其次，攻克学习难点、重点是思维导图的另一个显著特

点。教师应当根据需要，使用不同的颜色或符号在思维导图

中标注关键知识点，使学生深刻理解、消化这些内容。另外，

思维导图还可以作为延伸课堂知识的工具，教师应鼓励学生

灵活运用该工具，并利用课后时间扩展思维导图内容，伴随

知识储备的充盈，为高职学生持续学习提供便利。举个例子，

教师可以设置周期性测试，旨在评估学习成果。要求高职学

生只能通过思维导图构建、重组知识，其他参考资源概不提

供，这样一来，学生就会运用对乐理独特的理解与掌握通过

考核，对后期填补空白知识更有针对性。

第二，扩展音乐教育实施途径包括音乐微课视频的开

发与利用。进行课堂教学时，基于高职学生无法及时消化全

面内容，教师可以利用微课视频作为落脚点。首当其冲是合

理分配教学时间。例如，选择与课程风格、历史相关的乐器、

音乐视频在开课前十五分钟播放，旨在传递本次课堂主题

或背景信息。与此同时，搭配心理健康素材能够抛砖引玉，

引导高职学生深入思考。这些视频素材可以从多媒介网络平

台获得。视频播放完毕后，进入音乐核心环节，教师可以采

用复述与提问相结合的方式，逐步串联每一个细节，最终形

成完整的知识点。当然，这种互动式教学方式想要保持新鲜

感，提升学生参与度，必须确保微课视频生产的内容具备创

新性、与时事、最新科研成果等互联，只有这样，才能吸引

高职学生注意力，为课堂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为了满足

学生对知识、资源的渴望，教师应定期更新升级视频内容，

使课堂成效最大化。

第三，优化职院音乐教育的教学策略包括设计角色互

换活动，以期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从而深化音乐知识。举

个例子，根据不同课堂内容设计角色，可以让高职学生扮演

“教师”等，轮流讲解所思所想，以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当然，教师的任务是引领思考的方向、明确主题，保障学生

的经验和理解可以完成这项活动。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

既表达了心中所想，也实现了音乐知识的传授与传播。扮演

“教师”时，为了提升讲解的现实感与生动性，可设置评价

环节。即对角色互换活动中表现突出、见解独到的学生给予

奖励或表彰。当然，对于需要改进的问题也要明确指出并提

供建议。总之，这种互换角色、互评机制，不仅可以锻炼学

生的自信心、沟通能力，还能让学生反思、学习其他同学的

优点。可见，音乐教育不仅仅是学习韵律那么简单，对学生

心理塑造、健康建设也产生积极影响。

4 结语

综上所述，音乐教育作为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系统化、针对性

的实施路径，涵盖音乐赏析教学、加强教师能力培训以及扩

展音乐教育实施途径等，以缓解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所承受

的心理压力。此外，在情感表达、人际沟通方面亦展现出卓

越性。为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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