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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学生是我国技术性人才的主力军，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尤为重要。红色文化融入公共音乐课

程中既能够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和艺术品味，又能促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学生继承优良传统、坚

定理想信念，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思政育人效果，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本文以红色文化

融入高职公共音乐课为研究点，探究红色文化融入高职公共音乐课程的应用路径及价值，切实提高思政

教育实效性，也为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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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the main force of technical talents in our country, so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improve students’ ideological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red culture 
into public music courses can not only improve students’ musical accomplishment and artistic 
taste, but also promot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hance students’ inherit-
ance of fine traditions, firm ideals and beliefs, achieve the effect of “moistening things sil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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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better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vir-
tues and cultivating people. This paper takes the integration of red culture into higher vocational 
public music lessons as the research point,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path and value of red culture 
into higher vocational public music lessons,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arrying forward and inhe-
riting re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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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和文化观念的涌现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大学生存在

着缺少理想信念、吃苦耐劳、历史文化认知淡化等问题。红色文化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革命和社会发展时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中也有不可忽视的育人作用。本文将红色文化作为重要的思政教育资源融入高职公共音乐课中，

探寻其应用路径和价值，利用红色音乐的艺术感染力，让学生潜移默化接受红色文化所带来的精神力量，

不仅提升大学生思政教育的质量，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传承和发展红色文化。 

2. 红色文化的概念 

“红色文化”一词由“红色”和“文化”两个词所构成，但深究其词意内涵，红色文化具有一定的

特殊性，它兼具政治性和文化性，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文化和时代特征。红色，是一种颜色，其

视觉效果明亮鲜艳，也是好兆头的代表色，多用于节日祝福、婚嫁喜事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和

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1]。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红色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热血激

情，鼓舞斗志、生机活力等含义。《辞海》一书中“红色”有着更深层次的解释，象征革命、政治等[1]。
红色更是“红旗、红军、红歌”奠定英雄的底色，是革命先烈用鲜血铸就的民族红、中国红，这一抹红

是英雄人民不畏牺牲，坚强不屈的精神标识[2]。“文化”一词在《辞海》有如下定义：“从广义来说，

指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价值体系，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

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人类的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创造成果。”[2] 
本文所阐释的红色文化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和社会发展建设时期，为实现民族独

立和国家富强而创造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红色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总和。红色

文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精神文明教育最宝贵的财富，集中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3]红色文化中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也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民族认

同感、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道德境界的文化支撑。 

3. 高职公共音乐课融入红色文化的必要性 

3.1. 坚定高职学生理想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代青年矢志奋斗，要勇担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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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事业之中。”[4]坚定理想信念对于大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它既是党和国家所关

心的重大问题，也是学校思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5]。将公共音乐课程融入红色文化有助于引导和鼓励

学生树立远大的个人理想抱负与社会责任担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近年来，

讴歌新时代，唱响红色旋律等系列主题创作的歌曲大量涌现出来，例如《共筑中国梦》《领航》《中国

梦·我的梦》《我们的新时代》等。通过欣赏和演唱歌曲，用音乐感染和激发他们树立个人理想并为之

付诸行动和努力，进而与国家理想紧密结合，脚踏实地成就一番事业。 

3.2. 培养高职学生爱国主义精神 

习近平曾说：“爱国主义是我国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6]。
爱国主义精神是抒发的是人们对祖国深厚的情感，数年来，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支撑着中华民族一

步步迈入新篇章，独有的红色历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底蕴，深深地扎根于中华大

地和群众中。在新时代，在公共音乐课中融入红色文化，唱响红色文化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感，鼓舞和激励学生践行报国之志[7]。 
学习不同时期的红色歌曲，了解作品历史背景，用音乐感受当时的历史景象，体会中华儿女前赴后

继，为中华强盛而奉献自己青春和生命的精神，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例如刘雪庵作曲的《长城谣》，

歌曲悲怆苍凉，控诉了日寇的暴行和人民的苦难，激发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的爱国之情。《保卫黄河》《在

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众多革命年代的红色歌曲饱含着爱国之情，欣赏和演唱这些作品，感悟

革命先辈誓死保家卫国的精神。学习《我的祖国》《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和平盛世时期的爱

国主义歌曲，领略祖国新时期的繁荣昌盛，以及对祖国深深的眷恋之情，引导学生迸发爱国主义情感。 

3.3. 培养高职学生优良道德品质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8]。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可以积极引导社会的和谐氛围，红色歌曲中的

文化内涵有着各时期先进人物事迹的推崇赞颂，是真实的社会历史写照，展现了不屈不挠的革命党人优

秀的品德精神。通过欣赏和演唱歌曲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等高

尚品德。歌曲《过雪山草地》将红军过雪山草地时遇到的困难和以野菜充饥的顽强斗志描绘的淋漓尽致，

尽管红军身处恶劣的环境中，但仍然有钢铁意志，凸显了不怕困难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雷锋好榜

样》这首作品赞颂了雷锋同志无私奉献的精神，歌曲曲调质朴简洁，生动形象，将平凡而伟大的形象深

入每个人的心中。《我为祖国献石油》旋律雄浑有力、豪迈大气，赞颂了石油人为国奉献的雄心壮志和

崇高抱负，展示了石油人艰苦奋斗和爱岗敬业的精神。唱响红色文化，可以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思想行

为，提高道德情操。 

3.4. 培养合格的社会建设人才 

高职院校肩负着为国家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把学生全面发展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目标。

学生不仅要培养有一定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且要适应社会发展，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

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9]。因此，实行素质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建设人才，艺术课程是不可

或缺的部分。公共音乐课程作为高职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切入点，将红色文化融入公共音乐课程中，培

养未来高职学生坚定红色信仰，树立不畏艰难、勇于担当时代重任，并坚持中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品

质，有助于培养合格的社会建设人才。以红色文化的内容融入公共音乐课程中，既有提高学生的音乐审

美能力和高尚情操，也传承了国家红色记忆和精神力量，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确保他们成为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的有用之才。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21000


刘聪聪 
 

 

DOI: 10.12677/ass.2023.12121000 7347 社会科学前沿 
 

4. 高职公共音乐课融入红色文化的应用路径 

4.1. 选择恰当的音乐作品 

在公共音乐课的教学中，选择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典型的歌曲作为课堂教学内容，以时间脉络为序，

紧密结合我国红色历史故事，用音乐声入人心，凸显红色文化的教育元素。整合恰当的音乐作品，根据

不同的时期、题材和难度，安排合适的教学内容，将具有红色文化的音乐以历史发展分为三个模块，第

一模块，革命抗战时期的红色歌曲。例如《救国军歌》《游击队歌》《义勇军进行曲》《南泥湾》《团

结就是力量》等作品。第二模块，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时期红色歌曲。例如《乡恋》《走进新

时代》《东方之珠》《七子之歌》《在希望的田野上》等作品。第三模块，新时代红色歌曲。《爱国中

华》《龙的传人》《天路》《天耀中华》《梦想星光》《不忘初心》等作品。从学生实际水平出发，选

择适当的红色音乐以时间顺序生动的再现当年历史，带学生从音乐中领略和了解中国红色历史的发展繁

荣，不仅提高了大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和歌唱水平，也通过恰当的教学内容带学生掌握红色音乐作品内

在的文化和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拓宽了公共音乐课的大思政格局。 

4.2. 组织红色文化音乐实践活动 

丰富的课外音乐实践活动使课堂教学得到有效的补充发展，将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实践活动融合，

能够大大提升活动的丰富度和教育意义，可建设红色文化的相关主题音乐活动，不仅丰富学生的课外活

动，还能将红色文化转为校园文化资源，提高其影响力和效应力。例如，定期有计划、有目标的开展红

色音乐文化主题交流会，依据学生的个体特质，指导学生准备相关交流会的内容，通过学生间的分享和

交流，达到红色文化的普及和自我教育价值。通过“五一”“七一”“十一”等重要时间节点，可举行

红色音乐快闪活动、合唱比赛等，带学生重温和弘扬红色文化，加深爱国情感教育。同样，也可以鼓励

学生进行红色音乐的创作，可以挑选具有正向价值的原创红歌进行宣传，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4.3. 剖析作品内涵 

在公共音乐课的教学中，要深挖红色歌曲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教师在课上要细致的解读作

品的背景以及歌曲深层次所表达的情感内涵和精神寄托，使学生有更加深刻的思考和体验，升华红色文

化的深远意义。以作品《保卫黄河》的教学为例，此歌曲写于抗战时期，歌曲铿锵有力，振奋人心，在

抗战时期广为流传。通过歌曲的节拍节奏和旋律两个方面，带学生进行分析作品为何表现出催人奋进、

势不可挡的革命音乐情绪。从节拍节奏方面来分析，歌曲为四二拍，一强一弱的节拍规律具有明显的进

行曲风格，节奏短促跳动，表现了急切、有力的音乐情绪。从旋律方面看，歌曲旋律多重复且多模进，

起到了叠加情绪的效果；连续的旋律模进则是将气势推动了顶峰，将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念表现的淋漓尽

致，由此，旋律方面起到了加强气势、推动情绪的效果。通过分析音乐要素，带学生们更为细致的体验

了入抗战时期中华儿女自信勇敢，奋勇拼搏和定要必胜的决心和信念，使学生更加具象化的理解作品，

领略红色文化。 

5. 高职公共音乐课融入红色文化的价值 

5.1. 完善课程思政体系 

高职院校注重学生美育和德育的协同发展，公共音乐课程起到重要作用。音乐课程内容形式种类众

多，将“课程思政”的理念融于公共音乐课程的教学之中，具有重要的育人价值。红色文化融入公共音

乐课程中比较容易发掘出丰富的思想政治资源，通过课堂的音乐作品教学，将潜隐的价值导向传授给学

生，既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又具备一定的思想深度，形成有质量的教学资源，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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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不存在于真空之中，它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在知识社会学的视野中，从来不会存在纯粹的知识”[10]。
在红色文化视域下完善课程思政体系，靠的不仅仅是单一学科，也需要各类课程的协同发展，以及育人

内部成员的通力合作，形成教书育人、文化育人的长效机制[11]，从而有利于完善课程思政体系，达到“润

物细无声”的思想政治教育。 

5.2. 育人价值 

德因人而立，人因德而树。坚持立德与树人相统一，培养高素质大学生。高职公共音乐课程是学生

艺术培养和美育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际形势复杂，全球思想与文化不断交融碰撞，学生思想

观念也受到相应的影响。例如：学生追求躺平人生、放弃努力奋斗，追求利己主义、崇洋媚外，在生活

中有超前消费、追求享乐主义等，这些负面思想影响着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将红色文化融入公共音乐课

程中，用音乐去聆听、感受、体悟革命先辈的优秀智慧、坚韧顽强、爱国奉献、自力更生、优良作风等

精神，不仅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也引起了学生的精神共鸣以及对我国红色文化的认可，进

而将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传递给学生，在学生群体中弘扬正能量，使他们能够以积极热情的状态面对生活

和学习，为大学生的思政育人教育进一步增强了生动力和感染力。 

5.3. 红色文化传承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擦清历史的镜子，抹去灰尘，以史为鉴，走好

未来的路”[12]。时光流逝，但红色血脉并未中断，大学生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任、是国家的未来，也应

该是红色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承者。红色文化的思想精髓在红歌中深有体现，将其融于高职公共音乐课中，

使大学生由衷的感受到红色之歌熊熊燃烧，感受共产党人为国家不懈奋斗的精神，感受到红色文化的传

扬发展。这有利于学生自觉接受和坚定红色信仰，传承革命先辈矢志不渝的精神力量，砥砺前行，不断

努力为接好新时代的接力棒而奋斗拼搏。 

6. 结束语 

红色文化融入高职公共音乐课中，是思政教育极好的选择方式。秉承坚持为党育才、为国育人的使

命，将红色基因深植于学生心间，重点注塑人文精神，传承红色文化，引导学生正确的政治导向，树立

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随着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思政教育的改革创新势在必行，将高职公共音乐课融

入红色文化，以欣赏和歌唱等方式学习红色文化相关的歌曲，既提高了学生的音乐审美，也促使大学生

不断汲取红色养分，潜移默化实现了较好的育人功能和坚定正向社会主流意识的想法，在高校思政教育

方面有着宝贵实践经验和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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