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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微课项目

申  报  书

系    室：     艺体教研室                      

微课名称：    《中国民歌的分类 》                       

微课类型： ☑公共  □专业  □实践

主讲人：    常霞                        

联系电话：      13835645455                      

建设起止时间：  2023 年 3 月 --5 月                   

填  表  日  期： 2023 年   5 月  15 日

  2023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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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一、填写前要仔细阅读《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实施职业教育铸魂育人计划的通知》（晋

教职成〔2021〕13号）。

   二、填写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内容翔实、文字精炼、数据真

实。

    三、如无特殊说明，本表各栏不够填写时，可自行加页。

    四、申报书页面用 A4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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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
《中国民歌的分类》

主讲人
常霞

所在单位（部门）
艺体教研室

联合负责人

所在单位（部门）

二、微课制作团队情况

课程团队主要成员（含主讲人，限 5人之内，可个人独立申报）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称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承担任务 专业方向

1 常霞

晋城职

业技术

学院

助教 13835645455
1321134589@

qq.com
音乐教学 音乐学

2

3

4

5

微课主讲人基本情况（不超过 500字）

（微课主讲人简介、近 5 年来在承担学校教学任务、开展教学研究、获得教学奖励方面的情况）

在全面贯彻艺术新课程的指导思想下，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承担着学校的《公共艺术》课

程的教学，结合课程改革，围绕艺术教育规律，积极探索艺术教育的有效途径。

1、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的教学

以课堂教学为主线，努力提高学生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在教学中，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

术将音乐课中单一的听觉感受变为多角度的视听欣赏，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通过即兴表演和即兴创作等形式，使学生的个性特点得以充分培养和体现，丰富了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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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学生的艺术品味。

2、积极参与校园文化艺术节活动

学校每年艺术节活动都积极组织和参加。对有艺术特长的学生鼓励他们参加并对学生的

才艺进行指导。培养学生参加省艺术节活动，培养学生的艺术特长，发展学生的课后实践能

力。

3、进行音乐教学研究

课余时间我搜集各种资料，全面提高音乐理论知识，潜心研究音乐，发表论文。

今后将努力培养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美、劳等方

面全面发展，同时营造出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

三、微课简介及特色（不超过 600字）

  民歌的分类一直是民歌研究中的重点课题，民歌的不同分类法，常见的有按体裁形式分类。按

体裁形式分类大致可分为：号子、山歌、小调。按体裁分类法，有助于认识和研究民歌与人民生

活的关系、民歌的社会功用、以及音乐表现方法、特点等问题。

  本节微课《中国民歌的分类》，运用视听结合法、比较法、合作探究等方法，通过欣赏三种不

同体裁的民歌，了解民歌的风格特点，感受民歌的艺术魅力，培养学生对中国民歌的喜爱和兴趣，

体现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理念。

讲授微课中加入了图片、音乐使教学更形象、生动，让学生更容易接受。通过民歌的学习让学

生认识到：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宝贵文化遗产，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培养学生“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理解多元文化的理念，培养

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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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收。

四、微课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元素情况（不超过 1000字）

    

   高校公共艺术教学融入思政教育是职业教育发挥育人功能的内在要求。把艺术教

学与思政元素相结合，将立德树人与学生的职业成长相结合，真正引导学生增强社会

责任感和职业使命感。

   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鉴赏学习具有地域风情的民歌，让学生在歌曲中融入音乐

背景，和民族文化的讲解，传承和发扬地方文化，增强爱国情怀。

   在音乐欣赏教学中通过作品特有的艺术形式与审美特征对学生的审美能力及道德

修养的提高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通过音响美、节奏美、旋律美的手段陶冶情操、净化

心灵。

   《澧水船夫号子》这首劳动号子歌曲通过对歌曲内容的讲解与欣赏，体会号子与

劳动紧密结合，既适合边唱边劳动，又可以鼓舞劳动热情的特点。通过音乐学习，感

受、体验音乐中的民族文化特征，认识、理解民族音乐与人民生活、劳动、文化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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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切关系。

《赶牲灵》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历史沿革以及社会变迁。是陕北人民生活的

真实反映。

 《茉莉花》江苏民歌茉莉花旋律优美、婉转流畅，形成委婉、清秀的艺术特色。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风韵和时代气息的构建。

在音乐教学中，既要传授好专业基础知识的教学，还要更好的实施和创新思政教

育元素与课堂教学的渗透、融合，通过教学内容与德育的渗透，提升学生道德水平和

人文素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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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主讲人诚信承诺

本人已认真填写并检查以上材料，保证内容真实有效。

                课程负责人（签字）：常霞

                                                 2023 年   5 月   15 日

八、系（室）意见
（所在系、室党支部应对微课课程制作个人、团队成员情况进行审查，以及对课程政治导向

把关审查，确保课程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对填报内容进行审查核实，确保真实有效；是

否经评审后择优申报。）

（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