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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的音乐，还是从音乐中的文化视角看，高职院校音

乐课堂和音乐实践活动中，皆注入了不同身份文化的创

造者、传播者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主张，是不同民族、不

同时代文化发展脉络的展现，具有鲜明的、深刻的人文

性。

通过音乐课程学习，可以使大学生从音乐中认识文

化，也可以从音乐的鉴赏中受到情感启发，陶冶情操。

通过音乐课程的学习，能够让学生在音乐流派、演唱风

格、音乐主题、音乐思想等方面的深入探索中，学习音

乐知识、掌握音乐技能，培养科学探索精神。

（二）音乐教学对大学生艺术创新能力的培养

音乐是一门集知识性、艺术性、实践性、技术性为

一体的学科，通过音乐课程可以提升高职院校大学生的

艺术创新能力。音乐教育需要学生触觉、听觉、视觉等

多种感官相互联系构成对音乐特点的多角度认知、理解

与掌握。

通 过 音 乐 教 学 ， 一 方 面 能 够 切 实 锻 炼 学 生 对 整 体

事物的把控能力，加强思维的系统性，另一方面通过音

乐实践活动的组织，保护并发展学生的创造性。例如，

在音乐作品的赏析过程中，给予学生个体差异化足够重

视，大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理解、想象对音乐作品

进行二次创作，实现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音乐教学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涵养

音乐既是一种艺术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载体。

生活是音乐创作的沃土，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音

乐 不 断 向 人 们 传 递 优 秀 的 传 统 文 化 、 表 达 着 思 想 与 情

感。

音 乐 的 思 想 性 和 文 化 性 决 定 了 音 乐 教 学 有 着 独 特

的德育价值，它能传播孝道亲情、友情、诚信、故土乡

情。传统歌曲中的诗词歌赋、现代歌曲中的语言艺术，

对不同地域的地理风貌、民风民俗、价值观念等都有着

不同的呈现。学生在音乐欣赏的过程中，从内心深处对

一些理念产生认同感，从而加强了对思想品格的塑造。

通过音乐教学提升浙江高职院校

大学生软实力的路径探索

在 新 时 代 背 景 下 ， 企 业 和 社 会 发 展 不 仅 需 要 大 学

生具备专业的职业技能，更需要学生具备完善的人格、

健全的心理。音乐教育在提升大学生软实力方面的重要

价值有较为广泛的共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大学生

对于音乐教育的认知却存在一些偏差，认为音乐学习只

是“娱大于愉”，而忽视了音乐教育对自身人文素养、

道德品质、创新能力等软实力的培养。所以根据现有的

问题以及大学生软实力培养的迫切需求，通过创新音乐

教育，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发展音乐艺术文化产

业，提高学生对音乐艺术文化的理解和领悟，加强音乐

艺术文化的传播。

（一）校内优化教学，培养艺术人才

1、加强音乐教育管理，提升大学生整体认知

每一个专业、每一门课程都有其独特的育人价值，

音乐教育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针对院校美育工作要求，制定音乐课程人才培养目标，

为有的放矢地实施音乐教育，为人才培养夯实基础。

为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对音乐教育的认知，让学生真

正领悟音乐课程对自身素养培养的作用。学校可采取以

下几点措施：一是在院校内定期举办音乐知识讲座、举

办音乐会，开设音乐专题论坛等活动，为学生营造良好

的音乐学习氛围。二是针对学校的实际情况，对音乐通

识课程的学分做出相应的规定，将音乐课程的成绩、音

乐实践活动的情况纳入综合测评中，并作为评奖评优的

重要依据之一，以此提升学生对音乐课程的重视，确保

学生能够通过音乐课程的学习，提升审美、陶冶情操、

丰富生活。

2、合理设置音乐课程，满足大学生学习需求

音 乐 课 程 的 设 置 要 充 分 考 虑 职 业 院 校 学 生 成 长 的

需求，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兴趣爱好，在已有课程的

基础之上设置多样化课程。针对非音乐专业学生缺乏乐

理知识这一现状，浙江高职院校应该增设《基本乐理》

《音乐入门》等基础知识类课程，学生需要具有基本的

乐理知识才能更好地欣赏和感悟音乐，才能从音乐的学

习中提升自身的素养；应该增加技能类公共选修课程，

比如，声乐、舞蹈、合唱、器乐等课程，学生可以通过

亲身体验，感受音乐之美，更好地培养文化素养；还应

增加“采风类”选修课程，定期带领学生到本地的剧院

观看演出，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等，通过“采风类”课程

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其社会责任感。

3、优化音乐教学模式，提高大学生文化理解

音 乐 文 化 博 大 精 深 、 内 涵 丰 富 ， 凭 借 单 一 的 教 学

方法难以很好地提升学生的软实力。为此，浙江高职院

校教师在音乐教育的实施过程中，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核

心，更新音乐教学手法。

音乐课堂的教学时间有限，增加课外教学模式，建

构“课内-课外”互融互补的教学架构，满足学生的音乐

学习需求。在音乐课堂教学中，教师可采用游戏教学、

互动教学、体验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传授音乐知识，例

如，在音乐鉴赏课程中，教师可采用猜曲游戏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