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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课程思政的实践与思考
王晶晶

（滇池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美学课程作为人文社科，因其课堂目标与思政教育的目标相契合，教学内容包含有丰富的思政元素等原因，在实施课堂思政

教学中有着天然优势。在美学课程中实行思政教育，能改变美学课程教学单一、理论性强特点，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美育。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要通过“问题导入”“体验参与”等方式，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红色经典、爱国主义素材、热点时事等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引导

学生去发现美、创造美、感受美，增强文化自信和自觉，培养积极健康的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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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立德树人”

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水平和政

治觉悟，不仅是思政课程的任务，也是所有专业的责任。2017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充分发掘和运用各学科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健全高校课堂教学管理办法。2020 年 5 月，教育

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了课程思政建

设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全国高校都在致力打造思政课与专业

课的深度融合。作为一名美学课程教师，笔者努力在《美学原理》

课程教学过程中，进行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把理想信念教育、

优秀传统文化、红色经典、价值观引导等思政元素通过隐形教育

的方式融入课程教学中，从而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美学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美学是一门在现代性进程中从哲学分化出来的人文学科，主

要研究和理解人类审美意识发生，审美活动的本质、特征、种类、

范畴与功能。它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感性的学科，旨在培养学生对

真善美这些根本问题进行思考的兴趣和能力，使学生获得一种人

生智慧。因此，在美学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不仅有利于改变目

前美学课程教学缺乏审美体验元素，还能直接为美育的实施找到

新的路径。

（一）是美学课程教学现状需要

美学课程的目标是使学生在审美活动中获得审美人生的感悟

与熏染，使学生在审美境界中获得知性艺术和人生智慧，使学生

的精神世界趋向丰富、完整和平衡，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从而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目前美学课程的教学中，

因美学原理课程的理论性强，并且美学理论受西方哲学思想影响

等原因，出现教学偏重概念性、逻辑性，教学内容抽象、晦涩难懂，

教学方式单一，缺乏感性体验等现象，让学生对美学课程望而却

步，从而失去学习兴趣，影响到美学课程的育人效果，很难完成

美学课程的目标。而思政和美学的结合，让美学原本淹没的育人

元素重新苏醒。鲜活思政元素的加入将形而上的美学理论具有了

可脚踏实地的踏板，提高了美学课程的可感性、生动性，能激发

学生的学习热情，还能让学生通过具体感性元素理解美学理论。

这将有利于美学课程冲破纯理论的困境，重回美学理论学习热度，

从而引导人们更多关注人类的感性，达到感性和理性的统一。

（二）是高校美育建设的需要

2019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

育工作的意见》。2020 年 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指出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

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能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由此可见美育很有可能是今后高等教育的一

项重要任务。审美理论学习是美育重要的实施途径。“审美理论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美学基础理论、艺术理论与艺术史、

其他审美常识”。美学课程教学的内容正好是美育理论学习的内容，

因此美学课程教学，在新时代不仅肩负起对于高校美育探索的重

要任务，也必将肩负起课程思政的重要责任，为其他课程思政做

好示范作用。因此，美学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是必须且重要。

二、美学课程思政的可行性

课程思政中如何将专业知识和思政知识结合，一直是所有任

课教师需要探索的重点，有些学科因其学科专业性，加入思政元

素需要采取一定迂回方式，但美学课程因其学科的特殊性质、课

程内容的丰富性以及教材的切合度使美学课程思政具有很强的可

行性。

（一）从课程目标看，美学课程思政具有很强的指引性

美学课程是哲学的二级学科，是一门人文学科和理论学科，

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和逻辑性。

《美学原理》讲到：“美学以对人生元价值代表之一的审美

的理论反思，成为人生哲学不可或缺的基本组成部分。审美观重

要地参与构成人生观。”美学课程主要培养学生通过美学理论分析、

鉴赏各种审美现象，理解各类审美领域和审美范畴，从而提高人

格修养，提升人生境界，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

值等问题，这正好与思政教育的目的相契合，因此具有很强的价

值引导性。

（二）从美学课程教学内容看，美学课程思政内容丰富

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审美本质、审美经验、审美领域、

审美范畴和审美教育等，其中审美领域包括社会美、自然美、艺

术美、技术美、形式美。每一个审美领域都包含了丰富的思政元素，

比如社会美中人物美（善）的提倡，艺术美中对于中国传统艺术

的鉴赏，比如结合画作《富春山居图》《千里江山图》《十面埋伏》

《西厢记》分析艺术美的特点；结合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陈设特点

分析装饰的人文意义；结合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民间歌曲“劳动号子”

分析生活中的节奏韵律。审美范畴包括悲剧、喜剧、崇高、优美、

丑等，这些范畴中同样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很强的思政价值。

美育的主要功能就是陶冶性情、完善人格，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思

政”教育中的理想理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红色经典教育等也

是美学课程教学的重要资源。

（三）从教材使用上看，《美学原理》（尤西林主编）是目

前美学理论的制高点

均是目前大部分的高校所使用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由尤西林为主编编写的教材，这套教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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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简称“马工程”教材），是 2004 年 3 月，中

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后，编

写的一套“马工程”教材。“马工程”教材整个编写过程是在党

中央的耐心指导下，由中宣部、教育部等主管部门精心组织、实

施而共同编写，因此，最终编写出来的教材全面反映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教材。

同时，这本教材主要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美的本质、审美经验、

美学领域、美学范畴等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和分析，在思想上体现

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从而保证了教材的意识形态属性，这对

于美学课程思政十分便利和有效。

三、美学课程思政实践思考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了课程思政建设目

标要求和内容重点，指出课程思政建设内容要紧紧围绕坚定学生

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

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

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系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

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

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笔者在《美学原理》课程

教学中，结合课程特点，梳理教学内容，深入挖掘思政元素有机

融入课程教学中，力求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一）深入挖掘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中

第一，以中国传统审美文化融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美学这门课的内容，蕴含着丰富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美学博大精深，在对审美本质、审美经验等元问题的思

考上，主要通过对于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分析中总结出审美范畴，

呈现出独特的意蕴。因此，在“审美本质”“审美经验”的章节中，

加大对于“中国美学”的比重，在讲授中国美学的同时，通过引用《元

宵奇妙夜》《重阳奇妙夜》等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节目，带

领学生领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信感。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

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

实物和场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结合“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民族文化进行阐释，比如在“审美积淀”

中，用佤族的拉木鼓来阐释以巫术为主的原始文化积淀，即可增

强学生对于民族文化的理解，又可激发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

自豪感。

第二，以红色经典、爱国主义素材融入，培养爱党爱国精神。

美学作为一名理论课，需要穿插鲜活的艺术素材，才能既讲清楚

理论又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因此在艺术素材选择上可挑选一些爱

国主义题材的电影。比如革命历史题材《觉醒年代》、爱国主义

题材电影《志愿军》等作为素材，来说明“艺术对审美意识的巨

大促进作用”，从而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赓续红色血脉，在

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爱党爱国精神。

第三，以热门时事融入，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美学一

门思辨学科，不是学以致用，还是学以致智，可借助时效性较强

的热门时事，提升学生思考能力，深化对于审美认知能力，帮助

培养学生在思考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比如，

在社会美中对于人物美的讲述中，引用张桂梅校长的事迹，播放

《感动中国》宣传片，《我本是高山》宣传片，让同学们领域人

格魅力的美。在审美范畴崇高的课程中，插入火灾、地震等灾难中，

涌现出的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医护人员、消防员、志愿者等，他们

不避危险，冲锋在前，被称为“最美的逆行者”，这些普通的人

的精神，启发学生去思考崇高的内涵，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学生对

于崇高精神的认同，提高他们的精神品质，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

和社会责任感。

（二）创新教育方式让思政贯穿于教学全过程

思政教育不仅仅只是内容传授，还更重要是教会学生如何懂

得正确的思考，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单纯理论讲授教学方法，通

过课前、课中、课后不同阶段教学方式，增强学生的主动性和体

验感，提高教学的实际效果，从而达到教书和育人的双重目的。

第一，课前“问题引导”教学法。课堂引入是教学的导入线，

能获得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在美学课堂中，通过结合现实问题、

热点问题与本节课堂内容，向同学们抛出思考问题，引起同学们

的注意力，让同学们带着问题进入教学。比如在绪论部分的导入，

需要同学们对什么美学的思考，通过播放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

会开幕式节目的照片和影片的对比，提出你认为哪些节目能引起

你的共鸣？为什么会引起你的共鸣？你是以什么标准去评价？评

价这件事情是不是美学问题？美学问题是什么？美学的作用是什

么？等问题层层深入，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从而增加了课程思

政的吸引力。

第二，课中“体验参与”教学法。美学是一门哲学理论学科，

注重理论的讲授，但同时美学这门课程诞生之日起便于感性分不

开，因此在美学课程更要注重体验。在审美体验中来理解美学原理，

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文素养。所以在美学课程教学中，要采用“体

验式”的教学方法，特别是在利用思政元素时更要注重体验，让

学生在强烈的审美体验汇总去理解美学的内涵，去感悟思政元素

的魅力。比如在“艺术美”这部分内容中，可以通过视频、图片

等方式让学生感悟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感悟中国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度。在“自然美”这部分的

内容的讲授中，可以播放《大美中国》等记录片，感悟国家美丽

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光。同时，在体验后，可以组织同学们对于

你自己的审美体验进行讨论和分享，提高教学的互动性，在讨论中，

教师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引导同学们学会思考，学会明辨是非，

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

第三，课后“思考”教学法。课程教学仅仅只是教学中的一

部分，课后的实践和思考才能让所学知识用于生活之中。课后根

据讲授内容，布置思考题目，让学生主动收集相关素材，分析相

关审美现象，复习美学知识，主动思考审美人生。比如在讲授审

美范畴优美与崇高时，可以让学生去收集你认为体现优美与崇高

的自然风景、审美现象，并对其进行具体分析，这样能够极大调

动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他们主动寻找美、追求美、思考美，

从而将这种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转化为人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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