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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中的音乐美育创新研究 

刘思彤  涂蓓 

摘要  红色音乐是音乐美育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通过红色音乐学习党史，以此

提高人们的爱国意识与爱国情怀，同时提高受教育群体对党史的深刻理解与认

识。红色音乐的出现，丰富了音乐的种类，增强了音乐对社会的影响力，同时也

要求音乐教育工作者继承红色基因，深刻理解教育的含义，通过正确的教育方式

来传播我国优秀的红色音乐文化，党史中的音乐美育在当今社会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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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美育、音乐美育、红色音乐三个概念进行深入分析，介绍党史中的音

乐美育的重要性，红色音乐不仅可以激励意志，促进青年积极向上，更是老一辈

人的社会回忆和文化结晶。学习党史，铭记党恩，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是中国

人民的责任与义务，推进党史教育，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红色音乐和党史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党史可以在红色音乐中传播知识，红色

音乐可以促进党史的学习。并且都通过学习教育等方式进行弘扬与传播。美育教

育，让人们理解美的含义与美的内容，增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同时通过

美育教育方式普及红色音乐，进而使其成长为德才兼备，爱党爱国，拥有正确人

生观价值观的人。 

一、概念研究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学习党史成为我们的必修课，身为中国人更应将党史

铭记于心，不忘初心，脚踏实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历史摇篮中也

孕育出一批优秀的音乐人，他们创作红色音乐，激励群众乐观向上，对革命的胜

利提供了有力的精神食粮，同时也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精神，直到今天也流传广泛，

我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铿锵有力的节奏，慷慨激昂的旋律，激励着中华儿

女。这首歌唱出了我们捍卫民族的精神，鼓舞着人们的斗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人，如今青年一代对于党史的感兴趣程度已经不在老一辈那样，随着时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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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喜欢的学习方式也有所改变，通过音乐美育新的方式提高人们兴趣和接受

度。因此，党史音乐的传播和发展是音乐教育从事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通过音乐

美育让更多的人了解党史，了解红色音乐。 

（一）美育 

美育是指美感教育，以培养审美能力，审美情操审美感知以及对美的理解能

力为主要目的，音乐和美术是美育早期包含的两个学科，对于美育而言，地域，

生活习惯的不同也会影响美育的发展，西方最早出现于的是柏拉图的审美教育，

他提倡“用体操训练身体，用音乐净化心灵”，其中还包括亚里士多德，席勒等一

系列美育倡导者，席勒赋予美崇高的使命，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与主体精神相互依

存，不可分开，他主张精神层面大于现实，但他的思想是有局限性的，只有精神

层面也是无法付出现实行动的，但他的主张也为后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

用，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从批判现实出发，强调人格的发展，以培养人为目

的，在人们基本生存条件满足后才可以提倡美育教育；中国的美育思想产生于舜

时期，从西周开始我国就有了“美育”，西周的礼乐就被纳入教育中，到宋代的“程

朱理学”，明清的戏文小说中，均可体会到“美育”，近代的蔡元培，梁启超等人，

正式引入“美育”一词，使美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随着时代发展，美育也有着

自己的理论体系，他是人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以后的美育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音乐美育 

音乐美育是指人们通过音乐实践等方式，提高对音乐的理解，进而提高审美

能力，审美品味与审美观点，音乐美育可分为娱乐性、社会性和情感性三点，当

歌曲作为放松的方式不需要思考只是单纯的聆听美妙的旋律时，则发挥了音乐美

育的娱乐性；当歌曲充满政治内容和阶级内容，可以提高人们的爱国意识，促进

爱国情怀时，则发挥了音乐美育的社会性；当歌曲可以实现人们心灵上的共通，

激发内心深处的情感时，则发挥了音乐美育的情感性。人们通过各种音乐来放松

心情的同时，音乐所传达出的内容也在感染着听众，改变着听众，这是音乐的独

特魅力，也是音乐美育的意义。 

（三）红色音乐 

红色音乐是时代的号角，是我国的文化瑰宝，继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音乐

是每个人的责任，红色音乐是人们的精神食粮，其中不仅包括革命精神还包括各

种优秀的文化精神品质，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我国精神

价值的体现。让更多人了解到我国的红色文化，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让人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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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国家的历史发展，将历史与红色音乐相结合，使人们最大程度的吸收红色文化，

是培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有利条件之一，通过音乐树立的爱国情怀可以在人

们心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红色音乐宣传的政治思想也更容易让人们接受，在这

基础上加入动作配合或短片播放，使红色音乐更加深入人心，从而对红色音乐的

传承起到促进作用，加强红色音乐美育，培养人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对当今人们产生深远影响意义。 

二、音乐美育中的红色理念 

（一）学习方式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将党史文化、红色音乐、美育三者结合，注重教学方式

的更新，党史文化是我国重要的精神文化，在这个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

将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创新以便于适合这个时代，通过新的方式（短视频、直播

平台、微信小程序等）传播党史红色音乐，使人们建立良好的社会价值观，进而

培养更多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第一，利用线下音乐课堂的教学方式，进行红色音乐的学习； 

第二，在中小学开展线下活动，传播红色歌曲。例如举办红色班歌比赛，让

同学们深入学习红色歌曲，或举办红色音乐剧等形式来提高同学们的学习热情，

还可以通过学习乐器合奏，独奏等方式了解红色歌曲。 

第三，在艺术学校可以开设红色歌曲选修课，通过讲解和观看视频等方式弘

扬红色音乐，最后同学们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并进行讨论，进而提高个人对于红

色音乐的理解。 

第四，在大学的社团活动中，可以开设关于红色主题的社团，学生们通过上

台表演、合唱等方式宣传红色音乐，并可以做一些关于红色主题的公益宣传活动，

让大学生以外的群体了解红色音乐。 

（二）学习内容 

在红歌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于歌唱表演形式的红色音乐，很多钢

琴家将红色音乐用演奏的方式呈现出来，如王建中老师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在如今也有很多人演奏，他的旋律悠长，具有民族特色，在演奏中也同样模拟民

歌的演唱特点，中西结合，充分表达了对音乐的深刻理解，不同的表现方式会给

人们带来不同的审美享受。 

其次他们的歌颂内容也有不同，有些是颂扬中国共产党，例如《万众一心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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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走》等，这些是从党的本身出发，赞扬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性，还有些是歌颂

中国的革命，例如《黄河颂》等一系列歌曲都是从革命出发，赞扬了革命的先觉

性与好处，这同时也体现了红色音乐的包容性与创新型，红色音乐传播了优秀的

政治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展现，它其中包含着崇高的信仰与理念，使红

色音乐在当今也尤为重要。 

通过音乐美育方式传播红色音乐，不仅提高人们对红色音乐的了解，更提高

了对音乐的感知能力，在素质教育作为重要内容的时代，智育和美育都显得尤为

重要，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通过智育方式教授的红色音乐，只会让学生潜

在的理解，只知道歌曲的旋律，歌词，背景，无法更深层次的体会到歌曲的创作

情感以及内涵，但通过美育方式教授的红色音乐，是从学生本身的兴趣出发，以

欣赏为主要目的，不仅可以愉悦身心提高学生学习动力，还提高学生们对美的享

受，真正发挥音乐学科本身的作用，例如红色歌曲《我爱你，中国》，这句我爱

你，中国是本首歌的高潮，整首歌词郎朗上口，刻画出了祖国的壮丽山河，其旋

律优美，记忆深刻，在通过课堂中的多媒体软件播放，学生的视觉听觉同时作用

使他们更好的了解这首歌曲，进而提升审美感知能力并提升爱国主义情怀，这不

仅是红色音乐的魅力，如果没有美育，学生们则无法更直观的感受歌曲，感受祖

国的大好河山，在美育过程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创新，用合唱，轮唱，伴唱，乐器

演奏方式组合创新，让学生在欣赏美的同时创造美，发挥美育的最大功能，学生

不仅提高了对我国优秀的红色音乐文化欣赏能力，还可以更好的吸收课堂中所学

的内容，音乐美育可以调节学生的学习氛围，劳逸结合，使学生更好的学习，从

而使素质教育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三）传播意义 

红色音乐不仅仅是音乐的一种形式，更蕴含着浓厚的民族情感。为更好的传

播红色音乐，人们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其中“红色歌曲”则是通过演唱赞

扬中国共产党，赞扬祖国的歌曲，红歌在中国共产党解放以来，一直鼓舞着人们

奋发向上，脍炙人口的歌词，节奏鲜明的旋律，使红歌在当时广为流传，红歌中

寄托着人们的情感，是革命时期的真实写照，以前很多的红色歌曲就是在大众口

中传唱的，后来又经过音乐家们进行作曲整理，形成了现在的红色歌曲。 

红色音乐发展至今，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地位，各种红色音乐活动，使人们真

正地参与到“传承红色”中来，这些活动不仅点燃了中国青年奋发向上的雄心壮

志，也激发了老一辈对峥嵘岁月的怀念，古往今来，红色音乐的发展，也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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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时期的中国，其中包含着我们对往昔峥嵘岁月的敬仰，也包含着对未来美好

岁月的希望，传承红色经典，弘扬革命精神，90后、00后成为国家发展的主力

军，传承红色经典应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党史音乐文化 

（一）党史文化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庆祝建立共产党 100 周年的大会中指出：“中国产生共产

党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

发展趋势。”这一论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人们

通过不断吸取经验教训，孕育出了中国独有的党史文化，我们通过学习、借鉴，

进而使得我国的红色文化发展、传承，党史文化为我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

了方向，对于党史文化的概念，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对于党史的理解，党史是我国共产党从出现、形成、到发展的依据，

党史的学习即是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的责任，只有人们学习党史，才能与时

代接轨，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 

另一部分是对于文化的理解，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度，在

时代更迭变化的同时留下那岁月的痕迹，它们的意识形态各种各样，存在方式也

不尽相同，但综合而来称之为文化，同时党史文化也是如此，它是我们众多文化

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文化的产生，关系着国家的兴衰荣辱，面对党

史文化我们应该严肃、认真的对待，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如今党史文化的传

播途径增加了许多，也增加了人们对于党史的理解，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现实生活，

党史文化的教育都处于利好的趋势，作为时代接班人的我们更应该学习党史，了

解老一辈人民的生活历史等等，体会先辈的爱国情怀。 

（二）党史的发展历程 

从我国共产党诞生开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其中包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它既是奋斗史，探索史，又是创业史。在党的一大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党的二大阐述了我国的革命对象，动力来源和前途发展，提出了中国的革命方式，

也确立了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它的召开为我国革命事业指明了方向，对中

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党的三大对革命形势有所改革，共产党员可以以

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仅加强了国共之间的合作，也确保共产党具有政治独立

性和领导权力。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层的领导权利以及工农联盟等问题。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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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于革命的发展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要求总

结。党的六大制定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这也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迈

入正确的发展轨迹，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同志为国家领导人，并领导了长征和

遵义会议，与此同时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常务委员。党的八大探索了社会主义，为

国家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党的九大提出了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对于坚

持革命进行重要强调，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的错误，党的十一大仍然肯

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 

直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总书记将党的发展重心转到现代

化建设中，是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历史意义上的伟大转折。党的十三大概述

了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指出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

小平同志的领导地位。 

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次大会中指出

了三项决策：一是确立了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二是明确

社会主义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经济体；三是强调经济发展重要性，要集中精

力搞经济。大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要以邓小平理论为领导核心，把全面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新目标。 

党的十六大坚持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以三个代表为主要思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党的十七大深入落实了科学发展观，高举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建成全面小康奋斗。党的十八大把握了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在人们幸福生活的同时落实社会

主义现代化，要一心一意为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而奋斗。党的十九

大中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忘初心，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中国梦而

奋斗。 

中国共产党发展到现在已有百年历史，在这一百年中经历过重重考验，不断

尝试发展，最终成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这是中华儿女奋斗的结晶，通过一

代又一代人的辛苦建设，智慧劳动，才让祖国有了对未来的期盼，有了美好的明

天，我们要把握好现在，把握好当下，如今我国科技的发展已经逐渐强大，面对

一个科技发达的新世纪，对我们的要求也会越来越严格，但无论未来我们面临着

多大的困难，都要记得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不怕困难迎难而上，不忘初心，不

忘使命，这一百年的风雨兼程无时无刻不在告诉我们奋斗的意义，从探索、奋斗、

创业到现在的辉煌成就，应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学习党史是我们的必修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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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把握好现在，一起向未来，为社会主义发展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三）红色音乐与党史的结合 

如今人们了解学习党史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通过一段短视频、一部动画片、

文章公众号、教师课堂讲授等，红色音乐作为我国重要的音乐文化，人们对于它

的理解应该更加深刻，音乐教育与党史结合可以增加人们对于二者的兴趣，在每

一个红色歌曲的背后都会蕴藏着不同的历史原因，同时也包含地域的不同、生活

环境的不同、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环境的差异，红色歌曲的形成也是我国不同时

期历史的产物，例如《义勇军进行曲》，通过奋发向上的词文以及慷慨激昂的旋

律使人们体会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首歌是电视剧《风云儿女》的主题曲，本

剧中描述了中华儿女为救中国奋勇杀敌的场面，一些知识分子利用自己所学拯救

中国，体现了人们的大无畏精神，为中国奉献出属于自己的力量，而国歌之所以

选定为这首，则是因为 1949 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展了“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中国也同样参与了本次会议，而大会规定需要演奏国歌，但当时的新中国还没有

成立，我国并没有定下具有代表性的国歌，于是，通过大家的讨论，最终确定为

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第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中，将《义

勇军进行曲》确立为我国的国歌并写入宪法。 

通过一首音乐了解党史文化，了解时代的背景，通过讲故事，动画片等方式

结合党史传播红色音乐，党史与音乐相互结合创新，提高青年人的接受度和喜爱

程度，使红色音乐成为人们每天循环播放的音乐，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党史

与音乐都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扬发展才是我们正确对待优秀中国

文化精粹的态度。 

四、美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国内外的影响 

美育教育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国外的美育是以关注和

改善人的生存状况为使命，例如德国的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就认为教育传授死

知识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唤醒人的生命力，创造力，感知力，注重精神的充实

与解放，为德国的美育奠定了发展基石。国内的“美育”教育观点出现以来，一直

提倡美育教育，“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是对美育的一种诠释，在我上小学时

就已经听过这五个字，可见美育教育的影响深远程度，在这个互联网快速发展的

时代，人们的思想也越来越进步，美育的认识与概念也在不断更新，对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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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有不同见解，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强调，

美是纯洁的象征、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同时也指出各个学校都应将“美”的传播

深刻落实，贯穿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 

但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少不了美育教育，教育是成就人的发展，美育则可

以塑造人的灵魂，美育与教育息息相关，二者相辅相成，现在美育观点已经在学

校中体现的越来越好，我通过走访调查等方式了解了许多学校对学生的美育教育

情况，无论是高中初中还是小学，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美育教育，举办各种活

动，丰富学校生活的同时提高学生对“美”的理解与认识，进而在充实学生生活的

同时提高审美能力，这也是“美育”教育的一部分。目前国家提出的“双减” 政策，

减轻学生的作业量与上学总时长，不仅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也使学生更好的

体会更多方面的生活，增加审美意识，我认为美育教育不仅仅要在学校体现，更

应该出现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都应该成为“美育”的传播者，注

重人格培养，塑造人们心灵。 

（二）生活中的影响 

生活中的美分为很多种，有精神上的“美”，同样也有实物上的“美”，例如中

国的伟大精神，雷锋的无私奉献，杨靖宇的保家卫国，董存瑞的英勇无畏，音乐

中的动听旋律都属于精神上的“美”，现实中的美也有很多，祖国的壮丽河山，美

好风景等等。如何提高人们对“美”的理解能力，也需要通过“育”来解决，教育的

方式也有很多，需要教育工作者去探讨发掘，教育工作者是传播“美”的重要媒介，

教育实行美育的目的是为了人们可以知善恶，懂美丑，分辨好坏是非，进而提高

生活质量，增强对生活的憧憬与信心，“美育”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慢慢深入渗

透到每一个人，从小的审美观点做起，慢慢成长为属于自己的思维方式，教育是

一门艺术，需要教育者生动、灵活的去教学，美育也是情感灵魂的教育，完善人

的品格，所以美育教育从根本来讲是塑造人的过程，对我国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综合分析了红色音乐与党史和美育结合的研究，总结了以下

几点内容： 

1.红色音乐产生于战争年代，是老一代艺术工作者的艺术产物，如今我们学

习红色音乐，不仅增强爱国意识，还能提高艺术素养，通过运用现代互联网技术

以及平台小视频等传媒方式进行教学，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充分的发

挥了音乐美育的作用。 

2.红色音乐是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音乐美育是传播红色音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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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发展迅速的今天，我们需要把红色音乐美育这门课程学好，提高教师自身

素质，保证红色音乐传播的“软件设施”，教师是传播知识的重要媒介，只有教师

具有先进的思想，过硬的专业素养，才能为学生的身心发展保驾护航，在“软件

设施”具备的同时也需要提高“硬件设施”，对于学校的教室，多媒体，钢琴等设

备都需要完善，保证学生学习红色音乐的氛围和环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在理论与实践统一结合的同时，要付出实践，有关于红色音乐的实践活动

也是美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教师可以在学校组建“红色歌曲合唱团”或“红色音乐

会”“红色艺术团”等一系列线上线下活动，活动的目的不仅包括传播红色文化，

还包括学生自身的素质培养，提高对音乐的热爱，提高对党史的学习兴趣，不仅

促进身心发展，还能使学生以积极乐观，不怕困难的姿态面对生活。 

红色音乐的传播方式多种多样，红色文化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我们有

责任和义务利用自己所学知识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能提高自己的文化素

养，也为我们的社会培育爱党爱国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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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Music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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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music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music aesthetic education. Through red 

music, we learn Party history, so as to raise people's patriotism and patriotism,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educated group's deep understand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Party history.The 

appearance of red music has enriched the kinds of music, strengthened the influence of music 

on society, demanded that music educators inherit the red gene and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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