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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音乐教育在德育教育中的特点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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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音乐教育与德育教育有着密切联系。音乐教育在德肓教育中具有自身的特点，发挥

着特殊的作用，教学中应注重提高音乐教育的含“德”量，提高音乐教育在德育教育中的效果，

陶冶大学生情操，培养德才兼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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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乐教育与德育教育

音乐教育与德育教育始终相互依赖、相辅相

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古代先贤们早就对两者

的关系有了明确的论述。战国时期公孙尼子在

《乐记》中写道“乐者，所以象德也。”意思是说，音

乐是为了进行德行的教化，音乐是为道德服务的。

音乐教育寓教于乐，寓情于理。优秀的音乐作品，

成功的音乐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陶

冶他们的情操，培养他们形成良好的道德品格；反

之，则会使人精神颓废，心灵扭曲。因此，音乐教

育与德育教育相互渗透、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

一起。

音乐本身蕴含着道德的因素。所有的音乐作

品要么反映精神、反映人生的真谛；要么揭示社会

生活本身的规律。而音乐家们正是通过对现实生

活中素材的积累，才创造出作品来。历史证明，音

乐家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越深刻，自己的思想道

德情操越高尚，所创造出的作品就越具典型性，越

能够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和积极的影响。

道德教育离不开音乐教育的有效补充。思想

政治理论课是普通高校加强青年大学生思想道德

教育的主渠道，但要切实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

素质，还必须辅之以其他的教育形式，而音乐教育

则是一个很好的、有效的补充形式。道德教育一

般要经历他律和自律两个阶段，自律是教育者们

追求的一种目标，也是道德教育的一种理想境界。

音乐教育给予人的影响是采取艺术性与思想性融

为一体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教育和影响是“随风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使人受教育于不知不觉之

中。正是由于音乐本身蕴含着思想内容和道德观

念，所以在教育过程中，这些思想内容和道德观念

正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渗透到大学生的心里，

内化为他们的情感动力和内心信念，从而外显于

言行上，表现为践行符合时代和社会要求的道德

规范。

二、音乐教育在德育教育中的特点

1．亲和性强。一方面，音乐本身是快乐亲和

的，它能够使人沉浸在快乐的氛围当中。欢乐的

律调、美妙的音响、动感的艺术，给学生提供充足

的精神养料，使他们的心情悠闲自得，深受他们的

欢迎。另一方面，音乐教育者本身有一种内在的

亲和性，他们容易与学生接触、沟通、交流，学生对

他们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比较容易接受。

2．感染性强。音乐与情感水乳交融，音乐教

育的特点就是由情至意、因情导行、意行互动。音

乐是最具浓重情感色彩的艺术，它能直接而迅速

地诱发人的内在情感，使受教育者容易与音乐本

身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产生共鸣，接受并感染

音乐作品的感情色彩。对于处在心理成长期的青

年大学生，音乐教育可以通过优美的音乐、丰富的

唱奏活动吸引他们，调节和平衡他们的情绪，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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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性情，增强学生自我控制情绪与行为的能

力。乐教在于乐，而不在于言，音乐教育的德育功

能往往就在于情绪的感染上。

3．功效性强。音乐是由音响符号组成、作用

于听觉的刺激物。特定的音乐教育可以直接激起

学生相应的情绪感应，可以将音乐作品本身所蕴

含的思想内容内化为学生自己的情感倾向和内心

信念，从而使道德教育效果更好。音乐作用于人

的听觉，实则作用于人心，似在表象，实则深沉久

远。如孔子听《韶》乐后，“三月不知肉味”，足见

优秀的音乐作品震撼力之巨大。例如：贺绿汀的

《心头恨》、《保家乡》、《胜利进行曲》《新民主进

行曲》、《新中国的青年》、《英雄的红五月》等歌

曲，在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

建设的各个革命历史时期中，对于中国人民所起

的鼓舞动员作用更是难以估量的⋯。在长期接

受音乐教育之后，青年学生就能达到心之谐和，而

心之谐和，则能导行之谐和。这种教育的功效不

是一时的，而是长久的。

三、音乐教育在德育教育中的作用

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核心不是“仁”，而是

“礼”，这一思想重视音乐的教育作用、社会功用，

重视用音乐协调人际关系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是合理的、可取的旧jl傩。音乐教育的作用很多，但

归纳起来在德育教育中有以下几个主要作用。

1．引导作用。音乐教育是通过音符、旋律、音

乐作品本身所展示的艺术形象，把受教育者的思

想情绪引导到一定的方向。从某个层面来讲，这

也是思想教育的一种形式。受教育者可以通过对

音乐作品本身的认识和理解，加强对社会生活的

认识和理解，从而激发出某种思想情绪。我们应

通过健康向上的音乐教育，传播有益于大学生全

面发展的音乐文化，增强他们的识别能力，引导他

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净化作用。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

基认为：“那些无法用言语告诉人的东西，可以用

音乐的旋律来诉说，因为音乐是直接表现人的情

感和内心感受的。在这方面应该看到，音乐是对

年轻的心灵起作用的不可替代的手段。”音乐教

育可以使音乐作品本身的思想情绪占据学生的整

个思想意识，从而使学生排除种种杂念，心灵得以

净化，思想境界得以提升。如贝多芬的《田园》、

德彪西的《大海》、民族乐中的《春江花月夜》、《空

山鸟语》等音乐作品，可以使人从中充分领略到

大自然的美，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表现了人

与大自然交往中的心灵感受，使自己的心境无形

中与那美妙的音乐、秀美的自然景观融合到一起。

美妙的音乐就像一股山涧清溪，涓涓流人人们的

心田，净化人们的心灵，陶冶人们的生活情趣。

3．调节作用。青年大学生正处于生理、心理

的发育期，情绪不稳定、心态不健康甚至某些心理

疾病常常困扰着他们，而通过音乐教育来保持大

学生的身心健康不失为一有效途径。自古以来，

人类不仅把音乐作为艺术来欣赏，而且把音乐当

作有益身心健康的一种手段。音乐的影响力主要

是通过心理和生理两个方面作用来实现的。我们

可以根据大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顺应他们酷爱

音乐的要求，有计划地选择一些健康、乐观、向上

的音乐作品，来帮助他们加强心理情绪的调节和

控制，从而保持健康的心态。

4．激励作用。我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曾经说

过：歌曲对革命，犹如盐对于人类，是有着同样重

要的作用，盐能增强人的体力，歌曲能增强革命力

量，激发革命热情。《马赛曲》把巴黎人民的战斗

意志凝聚成一种攻无不克的力量，使对路易十六

王朝的斗争获得胜利；《国际歌》把全世界无产者

汇集起来，鼓舞了多少革命者奔赴战场，使社会主

义变成美好现实；《义勇军进行曲》不仅捍卫了中

华民族的尊严，而且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奔向美好

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其实，何止是革命，音

乐作品中的一系列正面典型和人物形象，不断鼓

舞、激励人们去从事新的斗争。1998年抗洪组

歌、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抗击雪灾、抗震救灾

等系列音乐作品，激励了一批又一批人奔赴抗洪、

抗击非典、抗击雪灾、抗震救灾主战场，为夺取同

自然灾害斗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

奥运题材的音乐作品更是凝聚了全世界华人的力

量，激发了所有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激励所有中华

民族的子孙为办好奥运出力流汗。

四、注重提高音乐教育的含“德“量

音乐教育能够陶冶情操，净化心灵。音乐作

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

的前提下，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通过音乐的

手段可以抒发人们的真实情感，表现人们的高尚

道德情操，有助于道德教育的实现，有助于增强道

德教育的效果。孔子认为个人需“成于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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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礼乐”，国家需“兴礼乐”，孟子认为“闻其乐”

可以“知其德”，都已表现出对音乐功能的重

视心】187。“学校音乐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的一个

组成部分，又是我国整个音乐文化建设的一个分

支。”L31从古到今，大凡有识之士无不强调音乐教

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因此，在对大学生思想道

德教育过程中，必须注重强化高校的音乐教育，尤

其要注重提高音乐教育的含“德”量。

1．强化音乐教育工作者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品

德教育的意识和责任感。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思想

品德教育，是全体高校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

崇高使命。不少音乐教育工作者常常认为，对青

年大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和政工干部的事，与己无关。音乐教育只需向

学生传授音乐知识，让他们掌握必备的音乐理论

和技能就可以了，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师者，所

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居首位，音乐教育者

也不例外。音乐教育工作者要转变观念，认清职

责，充分认识音乐教育中特殊的德育教育的功效。

2．在教学中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的原

则。在普通高校的音乐教育教学中，音乐教师往

往只注重艺术性，大讲特讲音乐作品的技法，艺术

表现力等内容，而对音乐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刻

的思想内涵挖掘得不够，对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

作者本身的创作意图介绍不够。在音乐教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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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学设置音乐教育课程。普通高校的音乐

教育往往是安排了乐理、和声、视唱、声乐、器乐演

奏等主要课程，而忽视了一些必要的辅助课程，比

如民族音乐史。优秀的民族音乐，渗透着民族文

化的精髓，具有民族文化的独特气质。学习民族

音乐史，可以对青年学生进行很好的民族精神教

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再比如音乐作品赏析、中外

音乐名家介绍以及音乐教育与美育、音乐教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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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社会，通过音乐欣赏去掌握音乐技能，扩大艺术

视野，激发学习兴趣，提高思想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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