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绪论 

自 2000 年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爱国主

义教育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其中，关于国家本质

的探讨尤为显著。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传统上对国

家边界的认识正在变得模糊，因此才体现出国家认同

感的重要性。爱国主义教育是实现其国家认同、民族

凝聚力的重要途径，所有现代国家都致力于通过爱国

主义教育来塑造公民对国家的理解和忠诚。本质上，

爱国主义教育就是一种培养国家认同感的教育形式。

而教材作为关键的知识与价值观传递工具，在爱国主

义教育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其具有的官方认可度、广

泛覆盖性和持久影响力等属性，对于培养和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至关重要。为了解决苏联解体所遗留的众多

问题，以及对抗来自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裁和负面宣

传，俄罗斯始终将爱国主义教育视为音乐基础教育教

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 年俄罗斯教育部推荐的

莫斯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学校》系列音乐教

材（《音乐课》），由杰出的音乐教育专家克里茨卡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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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an important vehicle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 major medium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national and ethnic value systems, 

textbooks form the correct core values of patriotism to young people. Since 

the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1990s, Russia has been reshaping the essence 

of modern school patriotic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on patriotic 

educ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has provided more possibilities for patri-

otic education in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music teaching materials. The Russian primary and middle music textbooks 

(grades 1-8) take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atriotic feel-

ings as their theme, and implement patriotic education through four dimen-

sions: the beauty of nature, the sound of the nation, the love of life, and the 

inheritance of history, which provides an all-around reference for the con-

struction of primary and middle music textbooks in China.  
 

摘  要  

教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国家及民族价值体系传播的主要媒介，向青少年

传播爱党爱国价值观念，并为其塑造正确的核心价值观。自 20 世纪 90 年代教育改革以来，俄

罗斯在苏联爱国主义教育研究的基础上重塑现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本质，且在中小学音乐教

材改革建设方面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俄罗斯中小学音乐教材（1 至 8 年级）

以培养和发展学生爱国情感为主题，通过自然之美、民族之声、生活之爱、历史之承四个维度

实施爱国主义教育，为我国中小学音乐教材建设提供了全方位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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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 Д. Критская）、谢尔盖耶娃（Г. П. 

Сергеева）和施马金娜（Т. С. Шмаги

на）联合编写，覆盖了从小学到初中的教育阶段。

这套教材依据卡巴列夫斯基(Д.Б.Кабалевс

кий)的音乐教育理念和《国家艺术基础普通教育

标准》的规定而设计。《音乐课》这套教材通过音乐

这一艺术形式，强调培养学生对本民族的归属感和对

国家的荣誉感，是 21 世纪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体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音乐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爱国

主义教育的重要分支，肩负着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人

文关怀和艺术修养的重任，是核心学科中极为关键的

一环。自 1949 年以来，俄罗斯的音乐教育体系深刻

地影响了我国音乐教育的各个层面，从政府层面的政

策制定到学校层面的具体实施，普遍可见学习俄罗斯

经验的痕迹。本研究聚焦于 1 至 8 年级的中小学音乐

《音乐课》系列教材，旨在分析和探讨教材内嵌的爱

国主义教育理论结构、具体实施方法和成效展现，期

望为中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和教材改进提供参

考。 

2. 《音乐课》教材中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结构 

2.1. 爱国主义教育在教材中的理论根基 

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始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绝爱多数民族的音

乐都体现了对本土自然的热爱、对母性之美的钦佩、

对劳动者和祖国保卫者的崇拜。在全球范围内，爱国

主义被视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反映在公众对其民

族、历史和文化的集体情感中。爱国主义（源自希腊

语中的“patris”一词）是一种对祖国、家乡、人民

的爱的复杂的社会意识现象，它通过社会情感、道德

准则和政治原则在人们的日常活动中得以体现[1]。 在

1991 年，朱兆中在《爱国主义内涵探要》一文中阐

述了他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即爱国主义是一种将对祖

国利益的关心和保护视为个人最重大责任的观念[2]。

从古至今，爱国主义一直是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在

原始社会，爱国主义是基于氏族或部落成员间的血缘

关系。如 I.A.伊林所述，爱国主义的宗教基础在古代

多神教民族中已经形成，公民爱国主义首先是对家乡

神灵的崇拜，还包括对家庭、宗族、部落和土地的责

任感以及服务精神。在古代，爱国主义作为高度发展

与和谐人格的必要组成部分[3]。 

在俄罗斯，众多学者致力于研究爱国主义教育。

A.N.拉季舍夫将真正的男人和祖国的儿子视为一体，

强调爱国主义教育为祖国带来力量和光荣的牺牲精神
[4]。N.M.卡拉姆津则认为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美好和荣

耀的热爱，是为祖国做出贡献的愿望[5]。十月革命

后，爱国主义教育的理念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与国

际关系思想联系起来，并服从于共产主义教育的目

标。在这一时期，“爱国主义”一词获得了军国主义

的含义，主要与保卫祖国的意愿联系在一起，爱国主

义需强化军事训练。A.S.马卡连科认为，学校是培养

真正爱国者的场所，这是学校的主要功能之一。[6] 二

战结束后，爱国主义教育变得更加重要。教育家们认

为，在国家困难时期，爱国情感尤为强烈。苏霍姆林

斯基强调，学校应该培养年轻一代为祖国无私奉献的

精神，他将苏联爱国主义定义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崇

高热爱。[7] 90 年代，社会爱国情绪受到了挑战。由于

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政策导致了现代青年爱国主义

感情的削弱。在当今全球化局势下，人们逐渐失去那

些传统价值观，是因为近年来俄罗斯大规模的移民进

程造成民族认同感的缺失以及爱国意识的淡薄。. 

2.2. 《音乐课》教材爱国主义教育的多维构建 

在俄罗斯的音乐教材中，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不仅

扎根于扎实的理论基础，还充分利用了音乐这一领域

的特殊属性实现国家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战略

目标。在教材编写的目标上，该框架的设计符合俄罗

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 2021 年颁布的全俄联邦项

目《2021-2026 年俄罗斯联邦公民爱国主义教育》中对

教育目标的规定，该项目旨在确保爱国主义教育体系

的有效运行，推动普通教育机构的发展，并在课堂活

动中灌输爱国主义价值观[8]。同时，它也符合俄罗斯

教育部发布的《普通基础音乐教育课程标准纲要》中

对音乐教育优先目标的要求，即爱国主义教育
[9]
。以 1

至 8年级的部分课程目录为示例（参见表 1）。 

表 1 俄罗斯中小学 1 至 8 年级的部分音乐课程目录 

 
资料来源：该图由笔者根据项目官网信息整理绘制 

观察表 1可以发现《音乐课》教材的设计策略紧密

围绕“俄罗斯——我的祖国”这一核心主题，音乐教

材的设计体现了教学内容的递进性，从基础阶段到认

识拓展，再到深度理解，逐步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音

乐的多样性和深度，从而有效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音乐课》教材编写设计围绕这四个主要方面：自然

之美、民族之声、生活之爱和历史之承。自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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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指的是自然界中的美景和现象，如森林、鸟类、

季节与时间变化等，它们在音乐作品中的体现可以是

对自然景观与时间变化的直接描绘或灵感启发。苏霍

姆林斯基强调了教育应当培养孩子们对美的感知和欣

赏能力，这包括自然界的美
[10]

。民族之声：指的是代

表特定民族或文化的音乐元素，包括独特的乐器、音

乐风格、歌曲和舞蹈等。韩彦婷和尹爱青指出民族音

乐文化传承离不开学校音乐教育，学校音乐教育是民

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民族音乐文化是学校音

乐教育的充实和深化
[11]
。生活之爱：涉及音乐在日常

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包括庆祝节日、家庭聚会、工

作、宗教仪式和休闲时的音乐。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

“教育源于生活、教育需要生活、教育为了生活”
[12]

。历史之承：指的是音乐在历史发展中的延续和传

承，以及它在文化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3]
。 

接下来，本文将对音乐教材中挑选的曲目进行梳

理与分析，探究教材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策略

和成效。 

3. 《音乐课》教材中爱国主义教育素材、策略和成效 

3.1. 《音乐课》教材中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选取 

音乐素材的选取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角色。通过精心挑选的音乐作品，可以有效地传

递爱国情怀，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奥尔

夫教育法认为，音乐素材的选取应贴近学生的生活经

验，鼓励学生通过亲身参与和体验来学习音乐[14]。因

此，教材在曲目量和曲目种类中均反映爱国主义教育

的四个核心方面：自然之美、民族之声、生活之爱和

历史之承。 

从音乐作品的曲目量出发，《音乐课》教材中精选

了众多音乐作品，这些作品涵盖了俄罗斯的季节美

景、民族之声、日常生活的热爱以及历史文化的传承

等主题。经过对 1 至 8 年级音乐教材内容的细致梳

理，我们发现教材中精心挑选了 161 首以爱国主义教

育为核心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在全部音乐作品中占

据了 56%的比例。在这些作品中，有 25 首作品描绘

了俄罗斯的自然美景，大约占到了 16%；60 首作品

展现了俄罗斯的民族之声，占比约为 37%；28 首作

品表达了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占比大约 17%；还有

48 首作品反映了历史传承的主题，大约占 30%。这

些音乐作品全面而深入地介绍了俄罗斯的自然风光、

民族音乐特色、民族英雄事迹、民族信仰理念、音乐

历史文化以及传统节日庆典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种

全方位、多角度的爱国主义教育模式。 

从音乐作品的曲目种类出发，音乐教材的设计体现

了多元化和分层次的教育特点。音乐教材的设计体现

了多元化和分层次的教育特点。通过精心挑选和编排

不同种类的音乐作品，教材旨在培养学生全面的音乐

节感和对音乐文化的理解。在1至4年级，教材侧重于

生活中的音乐、民族音乐和古典音乐，这些模块有助

于学生建立起对音乐的基础认识，同时感受音乐在日

常生活中的渗透和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进入5至8年

级，教材内容扩展到现代音乐、宗教音乐以及音乐与

其他艺术的结合，这样的设置旨在拓宽学生的音乐视

野，加深他们对音乐在不同文化和艺术领域中作用的

理解。这种分阶段、递进式的教材设计，不仅有助于

学生逐步掌握音乐知识，还能够激发他们对音乐的兴

趣和探索欲望。教材中的音乐作品不仅覆盖了自然之

美、民族之声、生活之爱和历史之承四个方面，还通

过这些不同的曲目种类，展现了俄罗斯丰富多彩的历

史文化遗产和伟大民族精神。例如，在2-4年级教材中

“俄罗斯是我的祖国”这一部分，通过欣赏音乐作

品，学生们不仅能够体会到音乐之美，还能够了解到

俄罗斯重要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例如，康塔塔《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通过激昂的旋律和雄壮的合

唱，讲述了 13 世纪诺夫哥罗德人民抵抗外敌入侵的英

勇事迹[15]；歌剧《伊万-苏萨宁》则通过动人的剧情和

音乐，再现了 17 世纪初俄罗斯人民在动荡时期为保卫

民族独立所进行的斗争[16]。通过这样的音乐教育，学

生们能够在欣赏优美旋律的同时，学习到俄罗斯民族

的历史和文化，建立对祖国的深厚感情。 

3.2. 《音乐课》教材中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策略 

音乐教学中，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实施依赖于精

心设计的实践策略，这些策略对学生在情感和认知方

面的体验和能力提升起着决定性作用。根据教育心理

学的观点，认知发展理论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ory) 与情感教育理论 (Affective Education The-

ory) 都极为重要，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

系。认知发展理论由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提出，他认为教育内容应与学生的认知水平相

匹配[17]。情感教育理论，即通过情感体验来促进学生

的情感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形成。美国心理学家卡

尔·罗杰斯(Carl Rogers) 强调了情感和个体自我概念

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18]。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戈

卢布 (Daniel Goleman)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情

感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 的概念[19]。爱国主义

教育是一个包含认知和情感两个子系统的复合体系。

随着学生认知能力的逐步提高，他们对爱国主义的理

解将逐步从直观的具体形象、形象标志过渡到抽象的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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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化理解，同时，他们的爱国情感也将从直接的情

绪反应发展到更为成熟和理性的情感表达，最终形成

坚定的信念和价值观。 

在《音乐课》教材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是通过

构建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来满足不同年龄段学生对爱

国主义的理解。音乐教材主题从具体事物认知开始，

季节的变化（秋天、冬天）、一天中的时间（早上、

晚上）、传统节日（新年、圣诞节等等）帮助培养学

生从日常生活、国家的自然风光、传统节日的音乐感

知，通过引导他们对生活、对自然甚至对国家的了

解，构建对国家的直观印象，激发他们对国家的情

感。如国家的自然风光《秋天的音乐》《早晨的音

乐》《夜晚的音乐》等主题。再逐步过渡到象征符号

的认知，通过唱俄罗斯国歌、认识俄罗斯国旗与国歌

等国家象征、了解莫斯科红场、救世主大教堂、莫斯

科大剧院等标志建筑古迹、民族乐器、民族舞蹈、歌

剧中英雄人物与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穆索尔

斯基、柴可夫斯基的民族音乐作品等，深化国家象征

标志的认知和对国家文化和历史的理解。当学生在学

校与这些象征性标志互动时，他们可能会受到这些情

境的影响，从而产生对国家的积极情感体验。最终达

到抽象概念的认知，爱国主义教育的抽象概念认知能

够帮助学生建立起对国家精神和价值观的深层次理

解，并在他们的心中培养出一种持久的爱国情感和责

任感。教材中探索世界音乐的多样性，从民间传说到

现代流派，从音乐与文学、历史、美术等学科的联

系，分析音乐作品中的深层文化和哲学思想等等，如

《音乐与文学的关系》《俄罗斯作曲家音乐中的民间

传说》《音乐与美术的关系》等主题，培养学生对音

乐的深刻感知和审美意识的培养和对国家精神和价值

观的理解，是爱国主义情感和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该实践策略，学生不仅能够在认知上对国家有更

深刻的理解，而且在情感上也能培养出更深层次的爱

国情怀。这种方法有助于学生在不同年龄阶段，按照

其认知和情感发展的规律，逐步建立起对国家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 

3.3. 《音乐课》教材中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效 

在自然之美维度方面，音乐教材中精选的曲

目，旨在通过音乐传达俄罗斯自然风光的多样

性，大致分为三个主题类别：俄罗斯早晨的曲

目、俄罗斯季节的曲目和俄罗斯晚上的曲目。以

俄罗斯季节为主题曲目如斯维里多夫《秋》、柴

可夫斯基《秋之歌》俄罗斯民歌《迎春歌》等

等。俄罗斯广袤的自然风光在清晨时分尤为宁静

美丽，音乐中的早晨常常与大自然的美景联系在

一起。如格里格《早晨》、柴可夫斯基《冬日的

早晨》、普罗科菲耶夫《早晨》等等。俄罗斯作

曲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描绘了晚上的景象和情感，

通过音乐传达了对这一时刻的感受。如柴可夫斯

基《壁炉旁》、普罗科菲耶夫《晚间》等等。教

材根据学生的年龄和认知水平，有计划地安排这

些曲目的学习，逐步提升难度，使学生能够深入

理解和感受音乐中所表现的俄罗斯自然之美。通

过这种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学生不仅能够提升

音乐素养，还能够培养对自然美的感知能力和审

美情感。 

在民族之声维度方面，《音乐课教材》目录

设置和音乐内容选编中赋予了俄罗斯民族之声显

著的比重。该教材通过精心挑选的作品，全面而

细致地展现了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四个主要类别：

民间乐器、民间歌曲、民间舞曲和宗教音乐。学

生通过“俄罗斯民间乐器”主题学习识别传统乐

器及其音乐，如古斯里琴演奏的《就像在苹果树

下》、木笛的《小草地》和号角的《在铁匠铺里

》。通过民歌主题，学生了解到民歌的不同流派

，包括摇篮曲和舞曲等。二年级教材通过“民间

舞曲”主题，让学生接触如《月光皎洁》、《美

丽的姑娘们出来了》、格林卡《喀马林舞曲》等

舞曲。宗教音乐部分介绍了如穆索尔斯基的《伟

大的钟声响起》和普罗科菲耶夫的康塔塔《亚历

山大-涅夫斯基》等，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俄罗

斯宗教音乐的特色，也纪念了民族英雄。通过这

样的教材设置，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俄罗斯民族

音乐的知识和技能，也促使他们深刻领会俄罗斯

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从而构建一个全方位展

示俄罗斯民族之声的音乐教育体系。    

在俄罗斯的音乐教育中，生活之爱的维度通

过各种教材和音乐作品得到了丰富的体现。从一

年级开始，孩子们就通过音乐来庆祝和了解俄罗

斯的传统节日（如圣诞节）如《静夜》《大家都

来了，赶着去过节》等颂歌；柴可夫斯基的芭蕾

舞剧《胡桃夹子》中《进行曲》、《雪花圆舞

曲》和《双人舞》等更是冬日节日庆祝活动中不

可或缺的音乐作品。在庆祝母亲的节日时，教材

选取了莫扎特的《摇篮曲》、杜纳耶夫斯基的

《摇篮曲》、斯拉夫金的《祖母和母亲的假期》

等作品，通过这些温馨的音乐，孩子们能够感受

到母爱的伟大和家庭的温暖。同时，教材也注重

音乐基础知识的教育，如卡巴列夫斯基的《学校

之歌》、格契克的《音符圆舞曲》和斯特鲁夫的

《关于音阶的歌》等，这些作品通过学校生活帮

Febr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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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孩子们理解音符名称、高音谱号、音符以及五

线谱等乐理知识[20]。进入二年级，教材开始描写

日常生活中的国家象征，如国歌、国旗、国徽和

建筑古迹，通过斯特鲁维的《我的俄罗斯》、格

林卡的《爱国之歌》和亚历山德罗夫的《俄罗斯

国歌》等，加强了孩子们对祖国的认同感和爱国

情感。三年级教材则更深入地描写了日常生活，

如穆索尔斯基的《和保姆在一起》和《和娃娃在

一起》等与游戏和玩具相关的歌曲，以及《杜伊

勒里花园》等散步和游玩的作品。到了四年级，

教材通过奥库扎瓦的《对朋友的祝愿》和维索茨

基的《朋友之歌》等歌曲来描写友情，同时，通

过《田野里有棵白桦树》等俄罗斯歌曲来庆祝民

间节日圣三一节，进一步强化了音乐在反映各种

生活现象中的作用。 

在俄罗斯的音乐教育中，历史之承维度是一

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通过各种教材和音乐作

品，向孩子们传授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从

一年级开始，孩子们通过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来

讲述俄罗斯的古代历史和英雄传说，如柴可夫斯

基的《芭芭雅嘎》、列申斯卡娅的《刺猬》、

《萨德科与海王》等等。进入二年级，童话故事

继续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如普罗科菲耶夫的

《童话》和柴可夫斯基的《保姆的故事》。三年

级教材中的 Кант（古赞美歌）如《俄罗斯万

岁！》、《俄罗斯土地啊，欢乐吧！》和康塔塔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等，通过古赞美歌和民

歌的形式，向孩子们介绍了俄罗斯的历史事件，

如彼得大帝在北方战争中的军事行动和胜利，以

及 1812 年卫国战争英雄苏沃洛夫的战役。此外，

还有介绍棕枝主日和谢肉节历史的作品，如格列

恰尼诺夫的《柳树》、格里尔的《柳树》等等。

到了四年级，教材进一步介绍了复活节与童话故

事的内容与历史，如拉赫玛尼诺夫的《钟声》、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歌剧《沙皇萨尔坦的童话故

事》等作品[21]。 

在 5-8 年级的音乐教材中，爱国主义教育和

音乐作品的结合通过多个层面进行，目的是利用

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的互动，培养学生对本国文

化遗产的深刻理解和尊重，以及对民族音乐传统

的认识和欣赏。这种教育方式不仅丰富了学生的

音乐知识，而且加深了他们对国家文化和历史的

认识。首先，历史与音乐的结合体现在教材中介

绍的与俄罗斯历史事件相关联的音乐作品上。例

如，通过学习与 1812 年卫国战争和 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相关的歌曲，学生可以了解到音

乐如何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历史记录工具，反映和

记录重要的历史时刻，从而培养他们对国家历史

的尊重和记忆。其次，在民族音乐的传承方面，

不仅让学生欣赏到俄罗斯丰富的民族音乐，还帮

助他们理解这些音乐作品如何传达民族精神和文

化价值。在音乐教材中还通过结合俄罗斯经典的

文学作品，特别指出了文学与音乐的联系，呈现

出音乐如何增强文学作品的情感表达和艺术效

果，如普希金的诗歌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作

品等等。艺术运动的阐述也是教材中的重要元

素，学生可以通过了解“浪漫主义”、“印象主

义”、“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等不同艺术

流派的特征，了解到这些艺术流派如何影响音乐

创作，并通晓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如何相互渗透

和影响。在高年级教材中引入了现代音乐的批判

性分析，使学生学会思考音乐在现代社会中的角

色。 

对上述四个维度的分析可得出，《音乐课》

教材中的音乐作品不仅让孩子们学习了音乐知

识，还对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从而培养了他们的爱国情感和文化认同。音

乐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让孩子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历史

的力量和文化的魅力。 

4. 对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和教材建设的借鉴与参考 

俄罗斯中小学音乐教材的编写和实施，特别

是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为我国中小

学音乐教材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参考。我国

中小学音乐教材建设为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教育的

要求，培养出既有专业素养又具有爱国情感的学

生，为国家的未来培养出更多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的公民，以下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详细阐述。 

4.1. 坚持爱国音乐教育，明确音乐教材建设重要性 

全球化、信息化以及价值观多元化对社会文化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音乐教育作为

塑造青少年思想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承载着传递爱

国主义精神、培养爱国情感的使命。如何通过音乐教

育坚持爱国主义思想，成为音乐教材建设面临的一个

关键课题。为了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第十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提到，音

乐教育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CSM | Vol. 2, No. 1 (February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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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坚持以美育人”，任务是“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人文

素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不懈奋斗”[22]。音乐教育不仅仅是艺术技能

的传授，更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的培养。俄罗斯的教

育体系中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旨在培养对祖国、祖国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语

言、俄罗斯人民和该国其他民族的尊重态度。俄罗斯

音乐教材通过自然之美、民族之声、生活之爱、历史

之承四个维度，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核心内容并把爱

国主义教育融入到音乐教学中，这种做法体现了音乐

教育在培养学生情感、价值观方面的重要作用。对我

国而言，音乐教材编写应当明确教材不仅是传授音乐

知识和技能的工具，更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

生综合素质的重要载体。在这一过程中，教材编写者

需要深入挖掘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历史传统，将中

国的音乐文化、民族音乐、革命歌曲等元素融入教

材，使之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的有效途径。同时，教材应当体现出时代精神，结合

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和时代责

任感。 

4.2. 优化音乐教材内容布局，改变局限应试观念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教育存在应试考试的思想

倾向，往往忽视了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音乐教育也

不免受到这一思维模式的影响。借鉴俄罗斯教材的多

维度内容设置，我国教材应综合考虑音乐知识、技能

训练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平衡，避免过度强调知识考核

而忽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为了改变这一现

状，音乐教材的编写应当优化内容结构，打破传统的

以考试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首先，教材应包含丰富的

民族音乐、历史音乐故事、以及与学生生活紧密相关

的音乐材料，使学生在享受音乐的同时，能够体验和

学习到更广泛的文化知识。而且应当对音乐基础知识

与技能与艺术鉴赏进行系统性教学，使学生在掌握音

乐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能够提升艺术审美水平。其

次，教材的教学内容需多元化，包括中国各个时期各

个地域民族的音乐作品，以及音乐与舞蹈、戏剧等其

他艺术形式的交叉融合，拓宽学生的音乐视野。  

4.3. 创新音乐教材的编写策略，实现音乐教学与爱国
主义教育的紧密结合 

音乐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的紧密结合是新时代音

乐教材编写的战略方向。俄罗斯音乐教材通过自然之

美、民族之声、生活之爱、历史之承四大维度，将爱

国主义教育成功融入音乐教学之中，这一做法为我国

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我国在创新音乐教材的过程

中，尽管致力于实现音乐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的紧密

结合，但整体来说，在实施策略上还面临着一些挑

战。在中国的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尽管人民音乐出版

社的教材已经包含了一些与节日相关的单元，如一年

级上册第三课“祖国您好”和第八课“过新年”，二

年级上册第八课“新年好”，以及四年级上册第一课

“歌唱祖国”，但这些内容主要围绕国庆节和新年这

两个节日，而对于中国丰富多彩的其他传统节日，如

春节、端午、中秋等，在教材中的体现则相对较少。

为了让学生能够通过音乐更深刻地感知和理解中国传

统节日的文化精髓，音乐教材应当更加丰富，涵盖更

多传统节日的曲目，并根据这些节日的实际时间来安

排教学内容。这样，学生不仅能够在特定的节日氛围

中学习相关音乐，而且能够更好地将音乐与生活、文

化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增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

的认知和感受。此外，一些单元如一年级上册第五课

“爱劳动”、三年级上册第五课“妈妈的歌”和三年

级下册第七课“老师您好”等，虽然主题积极向上，

但教材安排的时间并未与中国传统节日的实际时间紧

密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通过音乐来体验

和学习传统节日的机会。因此，音乐教材的编写应当

考虑到与节日时间的对应，以及如何通过音乐活动来

加强学生对这些文化时刻的体验和认识。通过这样的

改进，音乐教育将能更全面地发挥其在传承和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在教材编写中，还可以采取以

下策略：情境化教学：利用音乐作品所蕴含的爱国情

感和故事，营造情境式的教学氛围，引导学生切身体

验，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跨学科教学：将音乐与历

史、语文、美术等其他学科相结合，通过跨学科的教

学活动，促进学生对爱国主义的全面掌握与运用。项

目式学习：支持学生参与音乐创作、音乐会表演、音

乐剧策划等项目，通过具体音乐实践，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在教材的呈现形式上，可以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多媒体、网络资源等，使教材

更加生动、互动和有趣。同时，教材还应当注重教师

的引导作用，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方法，帮助教师

更好地进行教学设计和实施。 

综合来看，俄罗斯中小学音乐教材的发展和实践

证明音乐课程在开展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对我国中小学音乐教材建设具有重要的

参考意义。音乐教材应当坚持爱国思想的音乐教育，

优化内容布局，创新编写思路与方法，才能实现音乐

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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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当前政治多变的社会背景下，音乐教科书承载

着至关重要的双重角色，既是对现代社会需求的积极

回应，又是音乐教育肩负的历史使命的直接体现。音

乐教育由此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和责任，利用音乐这

一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积极引导青少年建立正确

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培育他们对国家的热爱和对

社会的责任感。在爱国主义教育背景下，中国音乐教

材通过精选具有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的歌曲，培养学

生的核心素养和艺术修养，同时借鉴俄罗斯音乐教育

体系的经验，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

音乐教育事业的国际化发展。作为这一教育过程的关

键媒介，我国音乐教科书亟需不断更新其内容和教学

策略，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趋势，满足教育领域不断

演变的新需求，确保音乐教育能够与时俱进，为培养

具有国际视野和爱国情怀的新一代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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