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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小学德育大纲》指出：“寓德育于各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之中，是每一个教师的职责。”学科教学是德育的主载体，也是对学
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渠道。在学校中，通过各科课堂教学进行德育工作是最有效、最经常的形式，这是由教学的教育性决定的，也是由
学校工作的特点决定的。学校的大量时间是多科课堂教学，任何学科的内容，无论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还是其它诸学科教材中都蕴含着德
育因素，只是有显性的和隐性的，这要靠任课教师的挖掘和融会贯通，并把它有机地渗透到教学的全过程中，取得教学和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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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目前的学科教学中尚不能很好地挖掘和利用这些德育因素，

以致被白白地浪费掉，错过了进行德育的大好时机；其次，各科教学虽

具有德育功效，但都是各行其事，相互间没有协调配合，没有形成全员

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德育工作格局；再次，教师水平良莠不

齐，以智育代替德育，“重智轻德”的现象还时刻存在。因此，针对以上

这些弊端，我们觉得本课题的提出显得尤为重要。 

1 对课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论证 
从省内外的研究状况来看,目前许多学校进行了多方面的音乐学科

教学渗透德育的实践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新课程实施背景下提高音乐学科教学渗透德育的实践研究方面，许多

学校都根据自身的特色和优势进行课程设计探索，如在教学组织形式上，采

用诸如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多媒体教学手段、课堂讨论等方式，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教学资源上，利用网络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在

教学方式上，音乐学科教学渗透德育的实践也被很多学校证明是提高教学质

量的有效措施。但这样的课程设计只是突出了特色，强调从教学方法、教学

手段、教学内容等方面进行课程改革，并没有产生整合的课程设计体系。 

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上，不少一线音乐教师对德育渗透缺乏必要的认

识，对德育培养的认识存在盲目性；在教学上不知如何融入德育内容，

缺乏一定的方法与手段，在德育方法上存在随意性；不是把德育渗透到

音乐教育之中，而是把音乐课变成“音乐课+德育课”，甚至完全变成德

育课，在德育培养上存在生硬性。有研究者围绕相关问题在青岛等地开

展了教师问卷调查，发现教师对于音乐课开展“德育渗透”，比较了解的

只占比 21%，且了解程度较低； 51%的教师缺乏学科融入德育的意识和

方法；等等。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中学音乐课实施“德育渗透”

的现状不容乐观。以上结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目前许多音乐教师对音

乐课堂如何开展“德育渗透”充满着疑惑和焦虑。 

2 研究的目标：  
目标一：通过课题的研究，树立科学的德育观念，着眼于学生的全

面发展。     
目标二：通过课题的研究，使广大教师逐步掌握与德育相关的基础

性理论，如德性论、德育论、系统论等，并坚持以这些德育的理论来指

导自己的实践，积极探索和实践符合实际的且行之有效的学科德育的方

法及途径。    
目标三：通过课题研究，总结出音乐课堂渗透德育的途径和方法，

准确提炼和寻找到音乐课堂渗透德育的切入口，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

受德育，力争在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增强学生道德意识，道德行为，道

德情感及心理素质方面有所突破，促进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法纪素质的

全面提高。 

3 研究的内容   
3.1 探索初中音乐教学德育渗透的途径、切入点和范围；   
3.2 探索初中音乐教学德育渗透的方法；  
3.3 改变和加强学校对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机制，形成培养中学生

良好思想品德的机制；  
4 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主要采用调查法、行动研究法、文献法、个案研究法、

经验总结法等方法进行。  
4.1 调查法：在实验前期、中期、后期采用集体问卷、随访谈话、

观察分析等方法进行调查，为研究提供依据。  
4.2 行动研究法：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在初中音乐学科进行实验。  
4.3 文献法：搜集利用国内外有关资料，不断完善本课题的研究。  
4.4 个案研究法：选择个案，跟踪调查分析，了解研究方向及成效。  
4.5 经验总结法：广泛总结实验教师的教学经验及学生的学习经验。 

5 研究步骤 
启动阶段：2018 年 5 月-2018 年 7 月  组建课题小组，进行职责分

工和研究预设，在课题立项之后寻求理论的指导与帮助。学习教育理论、

召开开题论证会议、拟订课题报告、调查访问、摸清情况、建立实验档

案。收集资料，制定研究步骤、设计并完善课题方案。      
实施阶段：2018 年 8 月-2019 年 6 月  继续学习理论知识，在理论

的基础上进行实践。针对班级的实际情况，定期进行总结和评估，积累

研究素材，整理有关总结，及时提升成果。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评议、

评价，进行阶段总结。 

总结、推广阶段：2019 年 8 月-2019 年 8 月  运用经验总结等方法，

对研究材料进行收集整理，撰写课题研究论文，完成结题工作，展示课

题成果。重点进行研究资料的最后整理和结题报告的撰写，阶段成果为

总结论文，申报科研成果评选并申请课题鉴定。 

6 课题的可行性分析  
6.1 参与本课题的人员均来自学校优秀一线教师， 他们有丰富的一

线教学经验，对课堂组织形式及学科教学模式有相当多的理解，对本课

题的内容也有初步的认识与兴趣。相信他们能较好地配合本课题的研究

工作。其次他们也经常撰写教学论文，经常开展教育教研工作，对课堂

的行为模式与实践能大胆探讨，具有强烈的课题研究意识。  
6.2 学校软件硬件设备先进，教师及学生都有云空间帐号，老师及

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沟通交流学习资源，我们征订了各类与本课题研究

相关的教育期刊，这些都是本课题的资源。学校对本课题高度重视，并

给予大力支持，在问题决策的资源上也有足够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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