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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美术教育融入“课程思政”创新路径探究
王　晗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76）

摘要：随着立德树人根本教育任务的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已经成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趋势，其不仅可以推动三全育人理念有

效落实，而且能够助力各个学科实现教学改革与创新发展。在美术教育中，教师同样需要在课程设计中融入思政元素，以此培养学生的

道德品质、政治修养、爱国情怀与人文素养，让当代学生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的社会主义人才。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展开研究，通过分析

高校美术教育融入“课程思政”面临的现实问题，总结“课程思政”对高校美术教师提出的要求，进而探讨美术教育融入“课程思政”

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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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多元

思潮先后崛起，尤其在移动网络的引导下，大量外来文化与信息

涌入高校之中，对当代大学生的三观建设与思想成长造成了较大

影响。美术教育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环节，不仅要强化学生的审

美观与文化观，而且要落实课程思政建设，引导学生树立爱国热情，

具备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从而在现代生活中与世界舞台上传承

与弘扬中国文化，不断提升我国的影响力。

一、高校美术教育融入“课程思政”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缺乏思政教育衡量标准

在高校美术教育教学中，无论是理论课程还是实践课程，目

前并没有针对课程思政相关的评价与衡量标准。在现阶段的美术

课程评价中，仍然以学生的考试得分或创作作品分数为主要考量

依据，但并没有关于思政教育相关的评价指标，因而使得美术教

师 UI 对于课程思政的融合渗透关注不高，既没有在常规美术教学

中融入必要的思政元素，也没有从美术课程内容、作品内容以及

画家背景中挖掘思政元素，使得课程思政建设推动进度较为缓慢。

（二）教师思政理论缺乏认知

在高校中，美术教师通常对于思想政治理论的了解较为浅薄，

其既没有自主学习的空间与途径，也没有参与系统学习的经历与

认知，这就使得思政教育与美术教育的融合面临着根本上的缺陷

与问题。一方面美术教师缺乏良好的思政认知与素养，在课程思

政建设中必然存在能力欠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题，进而导致

课程思政建设停留在表层之上，无法深入展现思政元素的教育价

值与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美术教师缺少思政元素与美术课程融

合的方法，在思政融入环节缺乏载体与融合关系，导致学生无法

形成情感共鸣，也就无法产生学习兴趣。此外，美术教师由于缺

乏思政认知，对于美术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挖掘能力也比较浅薄，

因而使得课程思政建设缺乏资源支持。

（三）教师思政融合意识不足

当前尽管部分美术教师对思政教育的意义有所认识，但大多

美术教师在美术教育领域内对于意识形态教育的站位较低，并没

有真正意识到美术教育中思政元素融合的价值导向作用。一方面，

高校是文化碰撞与聚集的重要场所，尤其在网络环境支持下，网

络信息与外来文化对学生的生活与学习造成了直接影响。另一方

面，美术是艺术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学生在接触外来美术

作品时，也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与误导，尤其在部分糟粕文

化或错误观念的影响下，容易对学生的三观产生负面影响。而在

实际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即使发现学生正在遭受外来文化的侵

蚀与误导，却也没有直接有效的方法进行讲细讲透，导致学生无

法摆脱错误思想的影响，甚至出现错误的判断与偏激狭隘的艺术

观与文化观。

（四）教师思政教学方法单一

在高校美术课程思政教学中，教师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思政融

合教学方法与手段。但现阶段大多美术教师并未掌握完善的教学

方法，既不能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将思政资源融入美术课程或教

学活动之中，也无法挖掘美术作品、美术艺术家、美术现象背后

的思政元素与资源，进而导致思政融合教学效果不佳。比如部分

教师在融入红色文化内容时，只能在美术课程讲述结束后，在最

后进行补充与完善，由此不仅使得思政元素与美术课程脱离衔接，

而且缺乏情境、案例、项目任务等载体引导，使得学生对思政元

素的感知、认识与理解较为浅薄，无法达到有效内化的教育目的。

二、“课程思政”对高校美术教师提出的要求

（一）要树立坚定理想信念

在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高校美术教师应积极学习政治理论

知识，及时了解并学习最新的政策理论，并由此结合美术课程挖

掘其中的思政元素，引导学生在美术学习中树立正确的三观认知，

并展现出一定的创新、创造与审美素养。在课程思政建设中，教

师必须确保自身优先建立了正确理解，并掌握了思政元素的内涵

与价值，才能真正在教学活动中深入浅出地应用与讲解，才能为

学生阐述时形成严谨的逻辑关系，才能在不同案例中客观阐释其

中的思政理论与德育元素，进而使得学生生成信服感与认同感。

对此，高校美术教师需要坚定自身的理想信念，并保持一颗纯净

的教育初心。

（二）要提升思政教学能力

在美术课程思政教学进程中，教师还需要掌握课程思政教学

的技巧与能力。只有美术教师具备突出的教学技能与专业素养，

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有效挖掘课程内容中的思政元素，才能在以生

为本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自主讨论和分析思政元素，才能让学生在

思考与探究中形成自我认识与深刻理解，进而在错综复杂的教育

活动中提高学习效率。在现阶段的美术课程中，教师应掌握多元

思政教学方法，其一要掌握情境教学、任务驱动教学、案例教学

等方法，能够借助情境、任务、案例等载体呈现思政元素，由此

实现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的融合呈现。其二要掌握思政元素的主

动挖掘能力与素养，教师能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匠精神、

爱国情怀、职业操守等思政元素有深刻理解，进而能够在教学活

动中或课程内容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引导，帮助学生建立完善的思

政意识。其三还要掌握信息化教学手段，能够利用多媒体设备、

微课视频、网络课程等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拓宽学生接触思

政元素的途径与平台。

（三）要具备良好品德修养

高校教师的师德师风表现也是促进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依据，

只有具备大爱大德与大情怀的教师才能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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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范”，进而以自身的为人准则、行为表现为学生树立榜样。

与此同时，也只有具备良好品德修养的教师，才能在教学活动中

做到尊重与理解学生，能够引导学生树立个性思想，才能让学生

保持乐观向上与自强不息，进而在传播知识的同时灌输真理，让

学生在文化浸润中获得健康成长，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实

践育人的目的和效果，让学生铸就健康的灵魂与精神，展现出良

好的审美素养与人文品格，做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新青年情

怀。

（四）要开展美术伦理教育

在高校美术课程思政建设中，教师还应注重美术伦理教育与

引导。一方面，教师应强调职业伦理操守，要求学生建立高度责

任意识，能够在服务人民文化需求的正确主导观念下创作美术作

品，既要凸显美术专业知识与技能，又要展现职业道德与美德，

进而展现美术作品的真善美，符合人民大众对美的追求与接受程

度，展现出正确的道德素质与价值导向。另一方面，教师也要让

学生认识到当前美术创作环境中的荒唐与错误行为，比如片面追

求率性与稚拙童趣的创作思路，追求个性独特与博取眼球关注的

“审丑”作品等。教师应让学生认识到艺术并非怪诞扭曲与丑陋，

畸形与丑恶的艺术绝不是艺术，由此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审美观

念，并且能够在作品中弘扬中国文化，赞扬美好，展现出社会主

义艺术作品的积极面貌与责任担当。

三、高校美术教育融入“课程思政”的创新路径

（一）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数千年的积淀历史，不仅是我国历代

先辈努力创造的文化结晶，而且是经过历史证明的文明精髓。因

此在美术教育中融入课程思政，教师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蕴含的价值、内涵与内核，进而激发学生的文化自信意识，

既能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又能主动参与到中

华文化的继承与弘扬行动之中，并结合学生所掌握的美术创作方

法与技巧，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创新与发展，激发中华文化的生机与生命力。

例如在学习“民间艺术”相关课程板块内容时，首先教师应

引导学生了解我国民间艺术的类型与范畴，认识到常见的民间艺

术形式或种类，比如剪纸、皮影、壁画、雕塑、瓷器等，进而对

民间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其次，教师应帮助学生深刻认识到，

民间艺术是我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其发展根源在于

中华文化厚土，并且由不同地区、时期与民族的人民基于自身的

生产生活需求共同创造，进而展现出真诚朴实的文化形象与艺术

价值。其三，教师则要引导学生从民间艺术中汲取文化营养，要

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中民间艺术作品的成就与伟大。比如可以通

过展示“敦煌石窟”中的壁画形象，让学生从其精美的壁画作品

中感受民间艺术作品的魅力，并能够将其线条特征、艺术形象、

文化内涵运用到自身的创作之中。

（二）开发工匠精神教育资源

在古代，美术工作者属于具备手工艺技能的劳动匠人，但他

们都有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艺术创作中坚持一丝不苟、百

折不挠的劳动精神，有着自信认真、坚持创新的发展意识，有着

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艺术热爱品质。而在现代美术艺术家中，

细节与内涵也是其所注重和追求的重要内容，不仅展现了工匠精

神的内核意识，而且形成了工匠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形态。因

此在高校美术教育中，教师也要挖掘和开发工匠精神教育资源，

利用具备工匠精神的美术家、艺术家或作品，引导学生建立工匠

精神。

仍以“民间艺术”相关课程板块为例，在讲述“敦煌壁画”

相关内容时，教师不仅要让学生观察和学习壁画的精美创作，而

且可以介绍常书鸿先生拯救与保护敦煌壁画的故事与经历。首先，

教师可以在展现精美的敦煌壁画过程中，通过对照的方式展现不

同时期的敦煌壁画照片，以此让学生对照认识到敦化壁画受到的

破坏与自然侵蚀。其次，教师即可由此引出问题，让学生思考敦

煌壁画是如何被拯救且得到保护的，在学生思考与分享后，教师

即可讲解常书鸿先生拯救、保护与研究敦煌艺术作品的故事。正

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修复与整理，将一生奉献给敦煌，才换来了

如今的敦煌艺术奇迹。通过这样的介绍与讲解，教师即可让学生

对大国工匠精神有深刻认识，并且能脚踏实地地投身于艺术创作

之中。

（三）发现美术作品爱国情怀

随着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理论的全面推进，审美教育的重要

性不断提升，教师不仅要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教育思想，

更要在美育教育中渗透爱国情怀，以此引导学生在美术创作中展

现自身的爱国情，并且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创作，展现我

国的大好河山、杰出文化与乡土气息。

例如在学习“国画”相关课程内容时，首先，教师可以采取

对比的方式，分别展示西方油画代表作品与我国国画代表作品，

引导学生通过对比观察，分析两种创作方式的差异与特征。通过

这样的过程，教师可以锻炼和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与文化鉴别能

力，进而依托时代背景与作品主题、艺术形式等要素，对美术作

品做出客观的评价。其次，教师则可以主要针对国画作品进行引

导，通过对各类国画作品的表达主题、内容、与形式等讲解，引

导学生分析创作者对祖国河山的热爱之情，并由此汇聚乡土情结，

让学生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内核产生深刻认知，能够对国家产生热

爱之情。

（四）塑造美术创作职业操守

美术作品不仅可以展现艺术创作表现的情感与内涵，而且能

够直观呈现时代背景与社会风貌。从原始社会时期，先民就通过

聪明智慧在生活实用品中展现出对美的热爱与追求，并逐步发展

到独具特色或独领风骚的书画艺术创作。我国古代艺术家在艺术

表达中往往有着超然物外、纵情山水、快意人生等思想与理想，

进而展现出自己对国家、生活、亲情的热爱。因此在美术教学中，

教师也要提升学生的职业操守素养，能够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例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乌合麒麟”

创作的展现时代精神的 CG 作品进行讲解，以此让学生在艺术创

作中也能保持职业操守，强化其民族自豪感与归属感。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美术教学中，教师应坚持课程思政建设，

一方面要以美术教育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要求为基础，推动教师思

政素养与教学能力的额同发展，另一方面则要从美术教学中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匠精神、爱国情怀与职业操守，以此为课

程思政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与平台，进而有效强化学生的审美观、

艺术观与文化观，为培养社会主义高素质艺术人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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