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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思政背景下传统音乐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实践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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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精准思政教育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传统音乐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元素。论文旨在探讨如何在精准思政的背景下，探讨传统音乐文化在精

准思政背景下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实践的有效实践路径及其意义。通过深入研究，论文发现传统音乐文化不仅与高校

思政教育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更在思政教育实践中展现出独特的优势。论文将传统音乐文化有效融入高校思政教

育实践，以期提升思政教育的效果，同时促进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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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era of precise ideolog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cellen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tains rich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how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practical 
path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into th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ecise ideological education. Through in-depth research, this paper finds that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not only has a close intrinsic connection with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t also shows 
unique advantages in th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is paper,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is effectively integrated into 
th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a view to enhancing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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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音乐文化的教育价值

传统音乐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瑰宝，不仅

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更承载着深厚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底

蕴。它不仅是音乐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文化

自信的重要源泉。在高校教育中，传统音乐文化被视为一种

重要的教育资源，其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传承民族文化的价值
传统音乐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

历史、信仰、风俗习惯等文化元素的载体。它通过旋律、节

奏、音色等元素，传达出民族的情感、思想和价值观。音乐

作为情感的艺术，传统音乐作品中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情感和

集体记忆。这种情感纽带使得传统音乐成为连接民族成员、

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桥梁。

通过学习传统音乐文化，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民

族文化，从而增强对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认同感有

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同时，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可以拓宽学生的教育视野，让他

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种跨文化

的交流和理解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

力。通过学习也可以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精髓，推动民族

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这种传承和创新有助于保护民族文化的

多样性和独特性，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1.2 培育审美情感的价值
传统音乐以其独特的旋律线条和音程组合，展现出优

美的音乐形态。这种旋律美能够直接触动人心，引发听众的

共鸣，培养人们对美的感知和欣赏能力。传统音乐的节奏往

往与民族的生活习惯、劳动节奏等密切相关，这种节奏感使

得音乐更加生动、有力，能够唤起人们的激情和活力。传统

音乐中使用的乐器和演唱方式多种多样，每种乐器和演唱方

式都有其独特的音色特点。这些音色美能够丰富人们的听觉

体验，增强音乐的感染力和表现力。所以，传统音乐具有旋

律美、节奏美和音色美的审美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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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文化在培育审美情感方面具有显著的价值。

通过学习传统音乐，人们可以感受到音乐的美、了解民族的

文化、增强民族的情感认同和自豪感，并培养出对音乐的审

美感知能力、判断能力和创造力，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人

文素质。

1.3 塑造健全人格的价值
传统音乐的学习和演奏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需要不断地练习和磨炼。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逐渐培养

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增强意志力和毅力，从而在面对困难

和挑战时更加坚定和果敢。传统音乐的演奏往往需要多人合

作，需要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和配合。通过参与传统音乐的

演奏，人们可以学会团结协作，增强团队意识和协作能力，

从而在集体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传统音乐文化在塑造健全人格方面具有显著的价值。

通过音乐对个体情感的熏陶和品格的塑造，以及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民族情感对个体心灵的滋养，传统音乐文化可以帮助

人们培养出更加丰富、深刻和健全的人格特质。这些特质包

括坚韧不拔的精神、团结协作的品质、深厚的民族情感和爱

国精神等，这些特质将有助于个体在人生道路上更加坚定、

自信和有力量地前行。

2 传统音乐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的关系

2.1 教育目标的内在一致
高校思政教育旨在通过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价值观

教育和道德教育等，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

平，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传统音乐文化教育旨在通过传承和弘扬民族优

秀音乐文化，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和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

民族精神、爱国情感和集体荣誉感。

2.2 教育内容的相互补充
思政教育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这些内容较为抽

象和理论化。传统音乐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

情感等元素，这些内容具有生动性、形象性和感染性。通过

将传统音乐文化融入思政教育，可以使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

和感知思政教育内容，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2.3 教育方法的相互借鉴
思政教育通常采用讲授、讨论、案例分析等方法，这

些方法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和传授。传统音乐文化教育通常

采用欣赏、演唱、演奏等方法，这些方法注重学生的参与和

体验。通过将传统音乐文化教育方法引入思政教育，可以丰

富思政教育的形式和手段，使教育更加生动有趣，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2.4 育人功能的相互促进
思政教育通过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传

统音乐文化教育通过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和人文素养，培养

学生的民族精神、爱国情感和集体荣誉感，促进学生的精神

成长和人格完善。将传统音乐文化教育融入思政教育，可以

进一步发挥两者的育人功能，实现育人效果的相互促进。

传统音乐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

教育方法和育人功能等方面具有紧密的联系和相互促进的

关系。通过深入挖掘和发挥传统音乐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价

值和作用，可以进一步丰富思政教育的内涵和形式，提高思

政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同时，也有助于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

音乐文化，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3 精准思政背景下传统音乐文化融入高校思
政教育的实践路径

在精准思政教育的背景下，将传统音乐文化融入高校

思政教育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这不仅有助于丰富思政教育

的内容与形式，还能有效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

化，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以下将详细

阐述精准思政背景下传统音乐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实

践路径。

3.1 加强顶层设计，明确融入目标
在精准思政教育的指导下，高校应加强对传统音乐文

化融入思政教育的顶层设计，明确融入的目标和任务。第一，

应确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教育目标，将传统音

乐文化中的爱国情怀、民族精神、道德观念等价值元素融入

思政教育中，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提高学生的

道德水平和人文素养。第二，应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和方案，

明确融入的方式、方法和步骤，确保融入工作的有序开展。

3.2 整合教育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高校应充分利用校内外的教育资源，将传统音乐文化

融入思政教育中，丰富教学内容。第一，可以邀请具有丰富

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传统音乐文化专家、学者来校开设讲座、

课程或工作坊，向学生传授传统音乐文化的知识和技能。同

时，也可以邀请优秀的传统音乐表演者来校进行演出和交

流，让学生亲身感受传统音乐的魅力。第二，可以开发一批

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音乐文化课程，如民族音乐赏析、戏曲

表演等，将这些课程纳入思政教育的课程体系中，使学生在

学习思政知识的同时，也能了解和欣赏传统音乐文化。

3.3 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在融入传统音乐文化的过程中，高校应创新教学方法，

提高教学效果。首先，可以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利用音频、

视频等多媒体资源展示传统音乐的演奏、演唱和表演过程，

使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和感受传统音乐的魅力。其次，可以

开展互动式教学活动，如组织学生进行传统音乐演唱、演奏

或表演比赛，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传统音乐的魅力，同时培

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精神。最后，还可以利用线上

教学平台，开展远程教学、在线讨论等教学活动，拓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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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渠道和视野。

3.4 加强实践环节，深化教育体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深化教育体验的重

要途径。高校应加强传统音乐文化的实践环节，让学生在实

践中感受传统音乐的魅力，深化教育体验。首先，可以组织

学生参加各种传统音乐文化活动和比赛，如音乐节、演唱会、

戏曲表演等，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技能和能力。其次，

可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如组织学生到民间音乐团体、戏曲

剧团等地进行参观学习和交流互动，让学生了解传统音乐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现状。最后，还可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如

组织学生到社区、学校等地进行传统音乐文化的普及和推广

工作，让学生在服务中感受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

3.5 建立评价体系，保障融入效果
为了保障传统音乐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效果，高校应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首先，可以制定评价标准和方法，对

融入工作的实施情况进行定期评估和反馈，及时发现问题和

不足并加以改进。其次，可以建立激励机制，对在融入工作

中表现突出的教师、学生或团队进行表彰和奖励，激发他们

的工作热情和创新精神。最后，还可以加强与其他高校、文

化机构等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传统音乐文化在高校思政

教育中的融入和发展。

3.6 深化理论研究，推动创新发展
为了更好地推动传统音乐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融

入和发展，高校还应加强相关理论研究。首先，可以组织相

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探讨传统音乐文化与思政

教育的融合点和创新点，为融入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指导。

其次，可以开展跨学科研究，将音乐学、教育学、心理学等

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融入工作中，为融入工作提供

新的思路和方法。最后，还可以加强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

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理念和经验，推动传统音乐文化在高校

思政教育中的创新发展。

精准思政背景下传统音乐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实

践路径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加强顶层设计、整合教育

资源、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实践环节、建立评价体系和深化

理论研究等。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进一步推动传统音

乐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融入和发展，为培养具有高尚品

德、丰富知识和创新能力的新时代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4 结语

在精准思政教育的背景下，将传统音乐文化融入高校

思政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可以提升思政教育的

效果，还可以促进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此，高校

应积极探索和实践传统音乐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新途径和

新方法，为培养具有高尚品德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做出

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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