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2020 年第 3 卷第 1 期 高等教育前沿

教育研究

浅谈美学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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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阐述了美学教育的含义，通过美学教育可以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他是培养学生认识美、爱好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教育。

同时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内容，也是

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通过美学教育与思想政治

教育的有机结合，可以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趣味性，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吸收思政知识。针对当前高校思政课堂，学生学习缺乏

兴趣，笔者浅谈了美学教育与思政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应

当有机结合，让美育思想熔思政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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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eaning of aesthetic 

education，which can realiz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It is the ability education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y to know，love and create beauty.At 

the same time，it expounds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primary content of China’s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and also one of the main ways 

to solve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Through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it can increase the interes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help students better 

understand and absorb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In view of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students lack interest in learning，

the author discusses that aesthetic education，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arxist theoret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organically combined，so as to integrate aesthetic 

education thoughts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arxist theore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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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学教育的含义

美学教育是一种按照美的标准培养人的形象化的情感教育。

它以特定时代、特定阶级的审美观念为标准，以形象为手段，以

情感为核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美育是审美与教育结

合的产物，它的本质特征就是情感性。由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

美标准，因而美育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它在不同的时代制约于不

同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又由于美育的本质在于情感性，而美感

是内在的、超功利的，故美育的最终价值还是指向“至高的善”。

它所要培养的审美意识及其倡导的审美的人生境界，是不同时代，

不同地域的人们共同追求的至上理想。美育的加强与否，也就不仅

关系着一个民族的兴衰，亦关系着人类社会的生存质量。美育要通

过各种艺术以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来进行。在人的全

面发展教育中，美育占有重要地位。教化培育，以现有的经验、学

识推敲于人，为其解释各种现象、问题或行为，其根本是以人的一

种相对成熟或理性的思维来认知对待，让事物得以接近其最根本的

存在，人在其中，慢慢的对一种事物由感官触摸而到以认知理解的

状态，并形成一种相对完善或理性的自我意识思维。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含义及美学融入思政教育的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

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

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教育既十分重要，又相当难做，尤其是在市场

经济的条件下，中国的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着相对疲软的状况，很

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造成思想政治工作不力的原因很多，

但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美学教育及培养。

美学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补充，没有这个补充，思想政治

教育就犹如无根的浮萍，总是漂流在人的思想表面而很难具有吸

引力。

三、美学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

日前，全国舞蹈大赛刚刚落下帷幕，电视直播吸引了许多观

众，引发了人们对美学教育的反思：许多家长都让小孩子学习舞蹈、

音乐、美术，学校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美学教育。但是，我们发现，

相当一批人把美学教育当作一种“技能”来培养，而忽视了美育

作为人文教养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一主旨。那么，美学教育与思

想政治教育到底是什么关系？美育作为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将它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去？

众所周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对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中

的大学生来说，这门课至关重要。当前不少学者正在研究将美学

教育融入思政课堂之中，以增加趣味性，只要学问钻研得“真”、

课堂付出得“真”、对待学生感情用得“真”，思想政治课一样

可以成为启迪思想、感化心灵的热门课。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

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结合实际形成大量的

创新理论，这些理论创新成果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

质，开辟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而如何理解和传播这些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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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论，首先需要教育工作者结合历史与现实作深入的研究。然

而，从解放初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美育一直未被学界、

教育界所重视。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美学走上大学讲坛，但

授课偏重理论，没有面对美学在教育中的实践。我认为，美学教

育的目的在于让人懂得美，培养审美鉴赏力和情操。不应仅仅停

留在理论层面，而且要有美的实践———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课

堂，进行一种身心教育。美学本身是一种直觉的思维，科学研究

中有些不确定的东西，想往前走往上攀，不能按固定的程式演

释。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用量化的方法对审美作出评价几乎是不

可能的，可能的是进行质的评价。比如说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

差一点也许起点是 0，另一个起点比前一个高一点，我们就要对

后者进行更多鼓励。一名优秀的思政教师在课堂上，总能将复杂

的理论变得深入浅出，把枯燥的内容演绎得绘声绘色。“台上三

分钟，台下十年功”，课堂上成功的背后是大量史料和案例准

备，苦心钻研、不断创新的教学方式，更是来自对课堂教学那份

崇高的责任感。我们要始终做到一刻也不能放弃对理论的研究与

学习，一刻也不能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一刻也不能放松对现实问

题的关注，并最终用学问的“真”换来学生对理论认识的“透”。 

　　美学教育与思政教育的结合不仅是给予学生知识，还要对其

人生给予正确的指引，最有效的教育其实是从心灵层面激发学生

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活力。而要做到这些，需要思政教育工作者怀

着十分真挚的感情，努力做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指引人。怀着

真情走近学生的心灵，怀着一颗爱心走近他们的生活，把全部才

华和激情都倾注于大学课堂，将真理化作涓涓细流，滋润学生的

心田，为他们指引出正确的前进方向。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只

要愿意付出努力和真情，将美学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堂，就一定

能开创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新境界，也一定能用知识和真理感化每

一个学生的心灵。

而据对世界上顶尖级科学家的调查，我们发现他们都是同时

具有逻辑思维和美学直觉两种能力的人。包括一些著名的政治家，

对美学的感悟也是好的。好的画家从来不说自己是画家，只称自

己是业余的。郑板桥哪里是一个职业的画家？然而，他的画儿价

值连城。美学与生活紧密相关，美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美

学与情感，与真实世界的情感有联系，又有区别；思维的张力越大，

想象空间越大，越能推动科学思维，取得超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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