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五 2025年1月10日
探索

责编：刘肖勇 美编：晓阳
投稿邮箱：gdkjbtg@163.com
咨询电话：020-83341306 论论 1414理理

■青岛大学 张超

钢琴教育中的艺术欣赏
与音乐文化传承

钢琴教育中涉及较多的艺术元素和传统
音乐文化，在实际教学中应充分展现钢琴艺
术魅力和欣赏价值，通过不同风格传递不同
的音乐内涵与思想感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审美情趣，引起情感共鸣。与此同时，音乐文
化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在钢琴教
育中不光要传递钢琴知识与技巧，还要推动
音乐文化的传承，提升学生对传统音乐文化
的认识与认同，主动传承与发扬音乐文化，坚
定文化自信。这就需要钢琴教师做好教育工
作，注重教学改革，提升钢琴教育质量。

一、注重元素融合，深化教材改革
（一）增加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理论知识
为有效传承传统音乐文化，则应在钢琴

教材中融入多样艺术特征和传统音乐文化，
充分发挥教材的载体功能，有利于营造良好
课堂氛围，提高教学质量。钢琴音乐教材中
涉及较多知识内容，可以适当融入传统音乐
文化素材，同时引入多种风格的音乐元素，实
现传统音乐文化与钢琴内容的有机融合，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也能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
提高文化素养和水平。

（二）在乐谱实践教学中增加我国传统音
乐作品

乐谱教学是钢琴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实
践教学中融入我国本土化的音乐素材，增加传
统音乐作品，让学生学习和感受我国民间音乐
创作手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通常
会根据钢琴教育目标和要求选择多种题材和
风格的作品，而后融入地方音乐元素，如京剧、
传统器乐乐曲等，丰富学生的音乐体验，从而
感受到传统音乐文化与钢琴艺术的魅力。另
外，在改革教材的过程中应邀请不同领域音乐
人才，使钢琴教材内容更加完善。

二、优化课程设置，完善教学内容
（一）设置专业性的传统音乐文化课程

要想提高学生的艺术欣赏能力，充分展
现钢琴的艺术魅力，同时促进文化传承，则应
将传统音乐文化融入其中，科学规划设置教
学课程，以提高学生艺术素养和文化素养为
目的，优化调整教学结构，设置专门的传统音
乐文化课程，通过系统性学习深入了解传统
音乐文化的深刻内涵，在快速掌握钢琴音乐
技巧的同时提高音乐素养。钢琴教师也要针
对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制定针对性强的教学
计划，真正做到因材施教，进一步加深学生对
所学知识以及音乐文化的理解，从而主动学
习和探讨传统音乐。

（二）持续完善钢琴课程教学内容
高校钢琴教学要想充分彰显教育内容中

的艺术欣赏价值，传承音乐文化，还应持续完
善钢琴教学内容，在传递基础钢琴理论知识
的同时也要开设传统音乐文化教育课程，在
钢琴演奏中增加传统音乐内容，丰富钢琴曲
目，使学生在实践阶段感受到传统音乐文化
的魅力和深刻内涵。在教学阶段，教师还应
注重讲解蕴含传统音乐文化的民族音乐风格
与技巧，使学生学习多种知识，增强艺术感知
力。另外，也要为学生们提供参与多种钢琴
交流活动的机会，使他们在钢琴演奏过程中
提高自身欣赏艺术的能力和音乐素养。

三、加强教育队伍建设，提高钢琴教育水平
（一）组建高水平钢琴音乐教师团队
钢琴音乐教师在传递音乐知识与艺术文

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能充分展现钢琴
教育中的艺术魅力和传统音乐文化魅力，还
应提高钢琴教育水平，根据教学需要组建优
秀的钢琴音乐教学团队，可聘请专业能力强、
文化素养高的钢琴教师提高高校师资力量，
在钢琴音乐教学中向学生们讲解更多的传统
乐理知识，融入传统音乐文化，实现与钢琴教
学内容的充分融合，潜移默化地影响和熏陶

学生，进而提高学生的音乐文化素养。
（二）加强现有钢琴教师的教育培训
为有效提高钢琴音乐教育质量和水平，

高校还应加大培训力度，定期组织开展音乐
文化讲座和培训活动，使钢琴教师具有较高
的音乐理论素养和传统音乐文化传递与教育
能力，在钢琴课堂教学中更好地引导学生感
受其中的艺术魅力，学习和传承音乐文化。
还要培养钢琴教师的综合素养，提升沟通交
流能力和文化素养，可以主动与学生进行沟
通交流，做好适时引导教育，并根据学生的学
习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内容与方式，更
好地传递音乐文化，使学生掌握钢琴技巧。

四、注重作品推广，彰显文化魅力
传统音乐文化与钢琴艺术的融合发展对

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和文化素养有着重要意
义，钢琴艺术属于西方文化艺术，在我国发展
中与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形
成了符合我国本土发展的特色钢琴文化，在
实际教学中，要想提高传统钢琴音乐艺术的
影响力，还应重视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教学，可
通过推广优秀作品的方式提高学生的思想认
识，感受到我国特色钢琴音乐文化的魅力。

五、结语
在钢琴教育教学中合理融入传统音乐文

化，不但有助于文化传承，还能充分展现钢琴
音乐中的艺术魅力，满足新时期文化发展要
求，从而培养综合素养高的艺术专业人才。
为提高音乐专业学生的钢琴艺术欣赏能力，
则应优化和完善课程内容，注重多元素融合，
实现教学改革，有利于不同音乐文化的融合
发展，要充分彰显钢琴教育内容的文化魅力，
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使他们可以通过音乐
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想法，传承和弘扬传统
音乐文化。

■长春力旺实验中学 刘霁瑶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复习《孟子》三章要点，了

解孟子生平，明确孟子主要思想。2. 过程与
方法：运用语文学习的任务群模式，重组课程
内容，对《孟子》三章整合性教学。3. 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感知孟子的精神境界，传承中华
传统文化精华，涵养君子品格。

课程构想：
本课构想出自部编版八上第六单元《孟

子》三章。《孟子》三章以往教学实践中多以单
篇分析、逐句理解为思维范式，桎梏了内容深
层意蕴的挖掘与生长。新课标理念下，语文
学习的任务群模式重组课程内容，通过大单
元教学设计落实到每一堂课。以大概念为核
心，对《孟子》三章整合性教学，把教材内容和
学习方法作为系统，教学内容由分散走向集
中，由单一走向多元，由范式走向自由。文学
与历史交融，小我与大国融合，思维力与价值
观碰撞，实现活泼的课堂面貌。

教学方式：
讲授课
教学时长：
一课时（45分钟）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力旺中学正在开展校园名人文化周——

“走进孟子”专题活动，学校设计的孟子文化
长廊，邀请咱班同学们做活动的先行体验官，
请大家记录下学习体验，一起识孟子其人，效
君子之行。

二、识孟子其人：
展厅一【启蒙受教】
展厅墙上挂着这样一句话：昔孟母，择邻

处。子不学，断机杼。问 1：哪位同学能用一
句话或一个词语来概括这里的故事？

预设：孟母教子 断织喻学
展厅二【师承正统】
问2：四位儒家代表人物关系？问3：体现

他们思想的专著？明确：这些合起来就是儒
家的经典著作《四书》。孟子是儒家根正苗红

的传人，我们说他师承正统。
展厅三【稷下学宫】
链接视频（2分 02秒）师问：视频里提到，

当时的各家学派都在关注两个问题？预设：
为人和治国。在《孟子》三章里孟子旗帜鲜明
地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主张。

PPT：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谈的是哪个方面的

问题？他的观点是？道是什么？预设：治国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施行仁政。（人和：以战
争作比强调人和的重要性）

《富贵不能淫》谈的是哪个方面的问题？
他探讨的话题是？大丈夫的内涵？原文回
答。预设：为人 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居天下
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
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谈的是哪个方面的
问题？人才的成长需要的条件？治理国家的
条件？（原文）核心观点？用今天的话来说？
预设：造就人才和治理国家。人才成长条件：
主观心智的努力，客观环境的磨砺。治理国
家条件：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
者。核心观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有忧
患意识。

明确：无论是做人还是治国这么重大的
话题，孟子发出属于他的声音。可惜在那个
诸侯征战，掠夺人口，都渴望富国强兵的年
代，没有人听得进孟子的主张。孟子无奈游
走各国，他曾游说于魏、宋、滕、鲁、齐等国
（PPT地图）但没人采纳他的想法。

展厅四【游历各国】
万钟于我何加焉（优厚的俸禄对我有什

么益处呢）知识迁移：孔子也说过“不义而富
且贵，于我如浮云”相同的话。明确：孟子追
求的不是一己私利，而是民生福祉，苍生大
义！

展厅五【著书立说】
孟子已六十多岁，从此他不再出游，而是

在家乡兴办学校，广收门徒，与万章、公孙丑
等弟子答疑解难，编著《孟子》。换一种方式

坚守理想，为百姓发声。（学生朗读）
实践活动：参观完孟子的文化展，老师在

留言板上写下对孟子的评价。根据你对孟子
的了解，你会怎么评价他呢？（一生为民浩然
正气真君子 两袖清风仁者无敌大丈夫）

留言板：
过渡语：虽然他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思

想和人格光耀史册，彪炳千秋。一代又一代
的仁人志士赓续着他的光芒，汇聚成中华民
族的浩然之气。

链接：古往今来仁人志士传承孟子精神
的视频。

三、效君子之行：
通过今天的参观，我们不仅识孟子其人，

更应效君子之行。君子之行应当：（齐读）
有心系苍生，兼济天下的担当（有仁心）
有淡泊名利，守正不阿的节操（守义行）
有矢志不渝，百折不挠的坚守（守义行）
四、作业设计：
（一）选择一则孟子名言作为座右铭，写

在座右铭贴上，并分享你的选择原因（学以致
用座右铭名帖）

1.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2.穷则独
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3. 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4. 君子不怨天，
不尤人；5.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
之；6.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7.我知言，吾善养浩然之气。

（二）阅读儒家经典《孟子》，感受孟子的
人格魅力。推荐阅读：《孟子》《王者师与大丈
夫》鲍鹏山。推荐视频：央视纪录片《中国》。

五、板书设计：

识 效
孟 君
子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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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行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高
校思政课教学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将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
教学，首先需要教师自身专业能力的
提升，教师要深入学习和理解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确保能够精确传
达会议的核心思想和重要观点。其
次，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方法的改进，
采取多样化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最后，高校思政课教师精心设
计教学内容，同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和实践。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可以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党的方针政策，
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力量。

一、加强思政课教师培训，提升专
业理论素养

思政课教师是高校思政课建设的
关键主体，是讲好思政课的关键力量，
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高校思政课
在立德树人中作用的发挥。通过对关
于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相关培训，
让广大思政课教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研究成果丰富自己的知识理论
体系，将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会贯
通更好地落实于课堂教学。通过全面
开展“大思政课堂”教学，提升高校思
政课教师个人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
更好地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分析；构
建思政课教师的培训与教学成果评选
机制，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
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进行探究；通过外
界考察与思政课教师自我反省，明确
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要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校思政课教师
要充分发挥自主能动性，持续不断地
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在教
学实践方面，思政课教师积极参加学
校组织的教研活动，与同行交流教学
经验，分享教学心得，及时调整教学策
略，优化教学效果。在个人素养方面，
作为思政课老师，应具备良好的道德
品质和职业操守，以身作则，为学生树
立榜样；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和人文
精神，使课程更具人文关怀；保持积极
乐观的心态，关注自身心理健康，以良
好的心理状态投入教学工作中。在团
队合作方面，与同行组成教学团队或
科研团队，共同研究教学问题，分享教
学资源，提升整体教学水平。

二、推动教学方法创新，提高学生
学习兴趣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
化教学方式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高
校思政课教师应紧跟时代潮流，学习
掌握使用多元化的信息传播工具。高
校思政课教师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进行
教学，并开展一系列的教学反馈工作，
了解学生课堂教学收获。师生之间的
正向沟通，有助于拓宽学生视野，提高
学生学习兴趣。传统的思政课教学方
式多为老师的直接输出，且相关资料
来源渠道有限，趣味性有待加强。当
下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教学
工具、教学资料多样化，高校思政课教
学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二十届三中全
会作为时事热点话题，网络资源丰富、
社会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力持久。将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
教学，增加教学的政治性、时效性，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

思政课老师进行教学方法创新是提升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的重要途径。思政课老师可以通过引入互动式教学方法，组织
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围绕关于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深入分析，
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增强课堂互动性。同时，利用现代教学
手段，使用多媒体教学，以视频等方式展示二十届三中全会会议内
容，以直观、生动的形式展现出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和理解力。通
过创新考核评价方式、加强跨学科融合等方式、邀请校内外专家进
行专题讲座，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激发学生的学术兴
趣和探索精神。

三、开展教学内容优化，结合时事热点
高校学习这一时期是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时间点。高校思政

课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社会责任感，民族认同感。在高校
思政课教学内容的选取上，不仅要具有典型还要选取紧跟时代发展
的社会现象和要求，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当前时事热点和政策走向，
培养学生时政敏感度与社会责任感。此外，由于高校思政课教学面
对不同专业的学生，需要对教材进行调整，对内容进行精细优化，用
简洁明了的语言针对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实施差异化教学，确保教
育内容充实无遗漏，避免知识空白。同时，应强调学科间的相互联
系与整体框架，促进各专业间的协作与融合，通过组织专题研讨或
模块化课程来实现教学的专业化。

抓住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时效性特点，应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的辅
助功能，明确国家发展战略导向及政策目标，将国家重要会议精神、
政策举措融入教材之中，旨在增强学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思政课
老师进行教学内容优化要结合时代特点和学生实际情况，科学设计
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计划，确保课程的质量和效果，同时，积极
关注教材的更新和完善，积极参与教材的编写和评审工作，并准备
教材配套的教学资源，以提升教学质量。此外，与时俱进寻找适合
学生的教学方法，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注重培养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思政课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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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孟子其人 效君子之行
——《孟子》三章整合课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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