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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学生的课程中，教师很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为了提

高学生们的成绩，教师占用了学生们的大量时间，甚至连音

乐课的放松时间也给占了。随着课程改革的进行，很多学校

也开始为学生增加了音乐课程，这些音乐课还都带有一定的

品德教育作用，可以提高学生们的品德修养。同时，教师也

为了提高学生们的音乐能力作出了一些努力，非常重视音乐

教育里面的德育，所以学生们的音乐能力得到了发展，对艺

术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看法，并且提高了自己的品德修养。

2 目前中专音乐课程中的德育现状

学生们学习音乐的环境比较放松，所以教师就可以在音

乐教学里面加入德育的内容，因为这种教学法可以极大地调

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而且可以在课堂上营造一个十分良

好的音乐学习氛围，从而可以让学生们更好地来学习音乐，

并且可以对音乐产生很大的学习兴趣 [1]。

虽然学校不断地将音乐课程和德育联系在一起，但是仍

然改变不了学校师资力量缺少的现象。在学校里面，很少有

专业的教师来带领学生们学习音乐课程，因为师资力量比较

缺乏，所以也阻碍了学生的音乐课程德育的进一步开展。虽

然中专在开展音乐课程，也不断地和品德教育的内容联系在

一起，但是学校缺少完善的教学设备，所以不利于课程的进

一步展开。在一些偏远的地区，学生们的书本和教室都成了

难以解决的问题 [2]。因此，学校在音乐艺术课程上的投入就

更少，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太多的资金来开展音乐课程。

对于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他们虽然有更多的资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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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开展艺术课程，但是学校在教学的时候没有更好地与德育

联系在一起，所以不能很好地提高学生们的思想品德。

而且从现在的教学情况来看，有一些音乐教师在教学的

过程中，依然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来教学。还有一些教师，

他们对音乐教学并不是特别重视，所以在学生的音乐课堂上

并没有投入太大的精力。因此，在很多学校里面，学生对音

乐课堂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当学生们在学习音乐的时候，教

师也只是在讲台上进行一些演唱，学生们在下面跟着唱，但

是他们并不是特别都理解音乐里面的含义和内容。对于这种

音乐课，学生们并没有太多的乐趣，所以他们也不太喜欢这

种音乐课。因此，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之中，音乐教师可以将

德育内容更进一步地引入到学生的音乐课堂之中，因为这种

教学模式是根据学生们自身的发展设计出来的，是一种很符

合他们自身发展的音乐教学方法 [3]。

3 在音乐课堂中加入德育内容的方法

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给学生们开展一些音乐课程，通

过这些艺术课程的开展，可以培养学生的音乐能力。而且还

可以让学生们喜欢上音乐，培养学生多方面发展的艺术技能。

随着近些年来中国国家对人们思想品德发展的重视，因此教

师更应该在教学的时候加入德育内容。例如，在《保卫黄河》

这首歌曲中，教师可以给学生们讲解歌曲的创作背景，并通

过多媒体播放相应的视频。这样会让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

感觉，体会到中国人民保护黄河的艰辛，以及中国人民不怕

困难、团结一致的高贵品质，给学生带来很大的心灵感受。

学生在上课的时候都比较喜欢有趣的课堂，所以当教师

在给学生们进行音乐课讲解的时候，可以引导学生们多进行一

些实践活动。只有学生们能够更好地参与到课堂上来，他们才

能将学习到的知识更加深刻地记忆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因此教

师可以在课堂上多引入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歌曲，让他们投入到

课堂中来 [4]。例如，教师在教学生们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

音乐的曲调激扬澎湃，可以极大地鼓舞人心和斗志。教师在教

学生们唱的时候，要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让学生们能够切实地

感受到歌曲表达的思想感情。学生们学习了这样积极向上的歌

曲之后，会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感受祖国的不易和艰辛，在

今后会更加积极向上，做一位好好学习的好少年。

4 在音乐课程中加入德育的好处

在音乐教育中加入德育的内容，两者之间可以相互影响，

同时，学生们学习音乐之后，他们对音乐的欣赏能力得到了

提高，还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音乐教育在提高学生审美

能力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当学生们在学习音乐的时候，

教师可以让他们通过音乐的方式放松自己的身心，打发自己

的空闲时间 [5]。第一，教师推荐的很多音乐歌曲，里面都有

着一些规范自己行为方式的内容，当学生们学习了这些音乐

之后，将会对自己的行为举止有一定的规范。第二，学生们

的年纪并不是很大，还处于叛逆的阶段，他们在现实的生活

中很容易和其他同学发生矛盾，这些音乐作品里面的内容可

以引导他们的行为，促使学生们之间友好相处。还有一些音

乐需要同学们共同合作来完成大合唱，需要全班同学共同参

加，这样一来就更加有利于培养学生们团结合作的精神。第三，

通过音乐教育，可以让学生们学习到更多的优良品质，这些

歌曲里面有歌颂祖国的内容，赞美人们的美句，还有歌颂劳

动人民的词语，当学生们学习了这些歌曲之后，会对他们自

身的道德品质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生活中，他们会变成一个

更加具有责任感和社会道德感的好青年 [6]。

5 结语

总的来说，音乐课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还可

以提高学生们的兴趣。但是，要想很好地去实行和运用，就

不得不一步一步去处理出现的问题。如果想将德育的内容更

好地应用到教学过程中，还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教师要在教学中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在课堂里面多引入一

些具有德育作用的歌曲，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提高学

生学习音乐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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