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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德育的奇妙碰撞 
张红珍 

（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第二实验小学  363600） 

摘要：当今音乐教学中，在加强学生美育教学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认识到美育功能和德育功能的整合融入，实现教育育德、树
人的最终目标，本文分析了做好美育教学的方式方法，音乐学科教学的特性，以及二者整合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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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美育是最好的德育，因为美育本身就涵盖了超越了德育所有

的内涵，美是德智体美能的最高境界，是所有教育终极追求。当然，美

育的教育，重点不应该放在技艺的培训上，而是应该以技艺为桥梁，坚

持以人为本。将审美的理念渗透到各个学科包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感和表现美创造美的这个能力，使他们终将成为一

个拥有比较高的审美趣味，审美品位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爱因斯坦

从小就酷爱拉小提琴。而音乐是人类抒发感情的寄托，是感性的存在，

美的存在。在音乐教学中融入美育教学，那么教学一定是成功的，是有

深度的。 

一、如何做好美育教学 
孩子的美育应该如何培养，我们把美育分为创作技巧和创作思想两

个方面，一种是外在的，可见的，技法上的。一个是内在的，创作思想

上的，人文涵养，人文素质上的。那么一定要将二者打通打透，如果美

育教育仅仅是做了创作技法上的这种，那么教学是不完整的，不严谨的，

就算进行很多技法上的教学，然而在审美能力培养上依然是不够格的，

那么审美的这种素养应该如何培养呢，在教学中，就一定要和中国文化

以及文脉打通，这才成为一个内外兼修的面向未来的合格性的人才。所

以教师千万不要觉得美育教育就一定是要进行技法培养，可以教的更多

的是一种技法，然而真正的创作思想，审美素养就有一定要跟文史哲的

学习打通连接，这样才能使学生成为一个复合型的人才。未来能取得优

势的，站在社会前沿的一定是将各种学科综合运用的叠加了这样的复合

型人才，所以一定要让自己的学生在每个领域中能够一以贯之，这将成

为一代大家，即使学生未来不从事艺术类，然而依然能够将各方面的知

识贯通的话，这也是一种伟大的能力。 

二、音乐学科教学特性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德育是学校工作之首，这是社会

主义教育的培养目标所决定的。因此，音乐教育作为实施美育的一项主

要内容和手段，在音乐教学中也必须做到德育的渗透贯穿。音乐教育中

的美育功能和德育功能，相互影响，相互包容，盯互渗透。音乐教育往

往是运用生动的音乐形象让人们在情感上产生激动，思想上产生共鸣，

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受到德育熏陶。因此，音乐教育有一般理论教

育所不具备的长处，能起到单纯德育难以起到的作用。通过音乐教育渗

透德育，可以细致、亲切、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地产生作用，避免强制

性的、空洞说教的不良后果。 

三、音乐教育的美育功能是不言而喻的，任何语言的说教，思想政
治的教授，如果没有情感的基础，只能成为空洞的说教。那么，在音乐
教学中如何进行美育教育的渗透呢？ 

3.1、利用音乐教学培养学生集体感 

基本上，大部分的音乐活动都是集体的完成，我们从幼儿时期参加

的活动，不管是节拍感训练还是乐器游戏还是小学学校里的合唱比赛，

都是意在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培养团队纪律的习惯。因此，在教

师对其进行音乐教学时候，要让学生进行音乐的实践，例如加入音乐鉴

赏，节拍掌握，合唱，去严格地要求每个学生，锻炼学生成为一致的节

奏、平衡的声音、速度相同与力度相同。让每个同学都掌握遵守节奏感、

集体配合、情感等各方面的统一，从而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情感

共通。 

3.2、利用音乐欣赏对学生进行感性培养 

在音乐的表达中，首先要去融入感性经验，所谓感性经验，就是一

次切身输入感情器官的体验，当这个体验与音符相伴随的时候，才有了

音符学习的概念，如果只是出现了音符，没有出现音符的所指，也就是

感情的输入，那就是无意义的音节，于是乎很快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

孩子的童年应该首先积累大量的感性经验。那么感性经验的习惯，其实

除了学生与生俱来的还有后天培养的。因此，所有与情感，感性相关的

教学都应该放在前面。当然，让学生看表演，听音乐，这就是典型的感

性经验的积累。那么讲到这儿的时候就给大家一个具体的路线，学生从

一开始教学就应该大量的听音乐，让音乐伴随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当

然， 如果能在教师的陪伴下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更好了。首先第一点你

的音乐的选择要适合学生当下的听知觉能力的发展水平，不能太复杂，

不能太强烈，不能太难把握。那么第二点，音乐要和所处的情境去配合，

安静的时候，要给学生放一点安静的音乐，能够让学生在安静的环境下

去进行思考。嘈杂的时候，可以欣赏一些艺术性较强的音乐，可以让孩

子无限发挥想象力。最主要的是在学生听音乐时，教师应用身体或手拍

出节奏律动，让身体的律动与音乐相同步，这样让学生产生与音乐律动

的互动体验。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当然这样的音乐欣赏会对学生今

后在音乐的路上做了很好的铺垫。 

3.3、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音乐可以陶冶人们的感情，引导人们走向真正的价值。在音乐与美

育教育结合中，爱国情感的培养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目标。音乐美育教学

要求新时代学生具备爱国精神，教师在课堂实践中应将音乐课与爱国情

感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鼓励学生升华爱国情怀，为祖国自豪，培养爱

国情怀。例如，让学生欣赏《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曲，感受它的高亢

雄壮。在学生欣赏这首歌时，教师要首先描述作品，并让学生感受这首

歌的开头，多么的嘹亮，唱出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激发了每个中国

人的热血。通过教师的讲解，学生将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来感受曲目。他

们将感受到我国美好的风景，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色交替。同样，他们将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振奋人心，我们将进入新时代的新中国。新

时期，国家大力倡导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爱国主义"是美育教学的主

要目的。学习这些爱国歌曲对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有很大帮助。学生们

也将下定决心学习文化知识，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这也是音乐教学与

美育教育整合的良好体现。再比如：当欣赏《松花江上》、《阳关三叠》、

《嘉陵江上》时，仿佛带着歌声、看到了高山河流、溪流的流淌、鸟语

花香，游历了祖国的大江大川。当学生欣赏这些作品时，心里会不断萌

生尊重国家，民族团结，决心努力保护生态环境，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这就是为什么音乐教学中的教师要使用作品来增强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 

四、结语 
当前美育教学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必将成长教育界主流，教师

需要利用自己的专业进行整合，进行融合。美育的本身是作为感性进行

培育，所以音乐教学中，很容易完成这个要求，所以音乐和美育教学的

整合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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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论文系 2021 年度漳州市基础教育教学研究立项重点
课题“小学阶段美育与学科教学融合的实践研究”( 立项批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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