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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育对学生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具有重要的导

向、动力和保证作用。 职业学校学生由于生源较为复杂，因此

职业学校的德育教育尤为重要。 歌咏活动是广大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最需要集体的合作精神和凝聚的团结力

量，是培养职业学校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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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是一切教育的根 本，没 有 德 育 做 基 础，智 育、体 育、
美育等一切 教 育 都 可 能 会 走 向 歧 途。 在 社 会 节 奏 加 快 的 今

天， 加强职 业 学 校 的 德 育 教 育， 具 有 极 为 重 要 而 深 远 的 意

义。 德育教育有很多途径，文章探讨的是歌咏活动在职业学

校中的德育功能。
合唱艺术从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我国， 到现在不过一百

年的历史。 一百年来，我国经历了多次战争及革命运动，每次

运动必然带来群众歌咏活动的高潮。 在坚持抗战和争取民主

的斗争中，合唱歌曲一直是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 1939 年冼

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后很快传遍了全国，在雄浑

的歌声中，表达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不屈精神，一个多世纪

的欺压感得到了解脱， 同时它还唤起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认

同感。五、六十年代，中国合唱艺术形成一个高峰期，《祖国颂》
《长征组歌》等歌曲使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改革开

放后涌现出的合唱作品数不胜数， 可见中国的合唱艺术是植

根于群众歌咏活动中的。
一、学生品德的发展可以在各种歌咏活动中实现

校园是歌咏活动的摇篮， 历史上的学生运动几乎都伴随

着歌咏活动。 许多发达国家都将学校的歌咏活动当成培养学

生高尚情操和团队精神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学校来说，歌咏

活动具有“投资少、易操作、普及广、意义大”的特点，开展歌咏

活动能引导学生关心集体、热爱集体，提高团队合作意识和爱

国主义精神，能启迪心智、净化心灵，使学习更富有实效。
歌咏活动内容丰富、气氛轻松自然，可以引导学生主动、

自觉地参与到活动中去。在活动过程中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
组织能力、应变能力。 可以通过让学生自己选择歌曲、策划表

演形式，并自己查找资料学习歌曲的背景和艺术性，使学生切

实感受到能力的增强，更加热爱生活、热爱集体。
二、歌咏活动是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

教育部印发的《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中指出，“学校要

凝聚具有职教特色的办学理念和学校精神， 建设体现学校特

色的校园文化，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富有特色的校

园文化是职业学校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展示

校园文化、抒发爱国情怀、歌唱美好时代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歌

咏活动。 因此组织歌咏活动，还要完善组织制度，丰富活动形

式，扩大影响范围，使歌咏活动制度化、常态化，成为校园的日

常行为和盛典高潮。

三、通过开展第二课堂，发挥歌咏活动的德育作用

职业学校学生接触的新鲜事物多、思想活跃、感情丰富。
他们处在增长知识和阅历的黄金时代，年少好动，在学习科学

文化知识之余，学校应尽量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合唱曲目涉

及面广，风格多样，在选择曲目方面可以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在第二课堂中开展班级歌咏活动，实施“课前一支歌”，教唱革

命历史歌曲和各种健康向上的歌曲，采取齐唱、独唱、轮唱、合

唱、表演唱等多种形式，既方便组织教学，又寓教于乐。
四、组织各类文化活动，发挥歌咏活动的德育作用

通过歌咏比赛、艺术节演出等载体，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在思想道德的形成和发展上积极地影响学生，同时发展

学生的音乐素养、艺术修养以及审美能力，也是检阅德育教育

效果的好机会。能否成功地组织好歌咏比赛等各类文化活动，
直接反映了校风、教风、学风是否健康向上。 歌咏活动是多人

参加的艺术形式，需要所有的队员和指挥之间的良好合作，通

过排练努力做到众多人员和声音的全方位和谐统一， 具有整

齐美观的外表，统一的音色，能够有效地培养集体荣誉感及协

作精神。 通过合唱，师生得以相互了解、相互鼓励，为生活歌

唱，为理想歌唱，每个人打开心扉，人心自然凝聚。
五、通过社团建设，发挥歌咏活动的德育作用

让学生在“玩”中得到音乐的洗礼，净化心灵。歌咏活动与

德育有着实实在在的联系。这种联系以内容和形式、目的与手

段的联结而表现出来，它是学校德育的有效方式之一。比如演

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在希望的田野上》等富有民族特色和时

代气息的优美抒情歌曲，一唱起来，就仿佛在祖国的山川大地

上周游。 又比如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雄壮、高

昂、激奋人心的歌曲，学生心灵深处受到震撼，会增加热爱党、

热爱祖国的情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自豪感。 歌曲通

过形象的塑造及意境的渲染,加上优美动听的旋律，使演唱者

好像看到了祖国山河的美丽和富饶，体会到幸福生活的美好。

音乐融形象性和审美性于一体， 是一种具有强烈感染力

的艺术。 贝多芬说过：“音乐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 ”各

种健康向上的歌曲，是高尚的心灵和情感的自然流露，本身就

是优质的德育资源。歌咏活动是具有多功能的文化载体，通过

组织歌咏活动，我们期望并且能够实现，培育职业学校精神，

锻造职业学校品质，繁荣校园文化，维系情感纽带，成就教书

育人的远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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