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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艺术”课程思政建设初探

石利娟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新疆石河子 832000）

【摘 要】 在“敦煌的艺术”课程教学中，将敦煌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创造地作为爱国主义教育、中西文化交流的发生
地作为民族团结教育、樊锦诗等几代莫高人奉献进取担当的鲜活事例作为兵团精神教育、莫高窟建筑壁
画中所展现出的生活之美作为生活情趣引导的知识点作为课程思政的建设点，全力提升学生的专业认同
感与文化认同感、增强课程思政和主流价值观，发挥好课程的育人作用，是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基本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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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爱国主义教育——世界文化遗产的创造地
敦煌作为中国古代最早开放的地区之一，融汇吸纳

了来自黄土文明、西方文明的优秀精华并东渐中原，广

泛地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在今天的汉语

中，像胡麻、胡桃、胡琴、胡说等来自西域文化的词汇

至今仍然活跃着，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符合中国人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标准。我们在讲解敦煌的历史

与文化时，可以结合敦煌的“世界之最”如这里保留着

至今为止最早的纸张“敦煌麻纸”，最古老的书籍“敦煌

《金刚经》”，最早的印刷活字“敦煌回鹘文木活字”，最

早的农学著作《氾胜之书》，最早的星图“敦煌星图”，

最早的白话小说“敦煌话本”，最古老的报纸“进奏院

状”，最宏伟的艺术宝库“莫高窟”……来分析敦煌作

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创造地、保存地，是因其一直坚持着

开放包容的精神密不可分的。而习总书记今天所倡导的

“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亦体现着中华民

族几千年来的开放包容、共建共享理念。

我们将这些内容引进课程，既无牵强附会之感，亦

能自然而然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中所蕴含的

中国历史之最、文化之最，带给学生的，除了中华民族

的自豪感外，还有大国的使命感、责任感，有助于激励

学生奋发学习，为祖国的更加繁荣发展、为当前所进行

的脱贫攻坚战、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沿线城市石河

子发挥更大作用而勤奋学习、积极创新。

2.2 民族团结教育——中西文化交流的发生地
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以中华传统文明为根基，形成

了集中华传统文化、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

明于一身的地域文化令世人瞩目，可谓是历史上东西方

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如从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简牍

中可以看出当时悬泉置驿站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接待从西

域诸国到来汉廷的使节；中国的丝绸、陶瓷、纸张等通

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到西方时，西方的葡萄、苜蓿、

郁金香等植物，狮子、豹及西域名马等，精美工艺品如

金属工艺、琉璃和玻璃、呢绒、毛毯及各种装饰物等，

也都在敦煌壁画中留下了大量的形象资料；石窟作为一

种建筑，也是我国汉代崖墓和印度、中亚佛教石窟相结

合的产物；莫高窟藻井图案中的纹样装饰体现着中原风

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

高校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充分挖掘各类课程思想政治

资源，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全面提高人才的培

养质量。本人在指导石河子大学本科学生学习“敦煌的

艺术”过程中，发现其中中华优秀文化艺术、民族融合

与交流、莫高窟的发现与保护等知识点均是对当代大学

生，尤其是对新疆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秀素材。

故将该课程所包含的课程思政的建设点进行归纳小结，

希望以此将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推动课程思

政建设与改革的同行们做以探讨。

1 “敦煌的艺术”课程设置情况

“敦煌的艺术”为智慧树网站开发建设的一门通识教

育选修课，课程共设置 12个章节，分别从丝绸之路和敦
煌莫高窟的关系、敦煌的飞天艺术、人物画、山水画、

彩塑、图案、舞蹈、音乐、服饰以及莫高窟的传承保护

等方面进行介绍，旨在使学生系统地认识到敦煌在历史

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即自汉代设郡以来，敦煌作为外来

文化与汉民族文化交汇之地，在汉文化的基础上接受来

自西方和中原的文化，尤其是在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

成为一个佛教都会的历史；认识到莫高窟在经过一千余

年的持续营建之后，今天所留给我们的包括建筑、雕塑、

壁画在内的，以中原汉文化为基础、接受了大量外来文

化的影响、交融发展的规模宏大、成为了内容丰富的艺

术宝库，以及其中所展现出了丰富的艺术价值、历史价

值、科技价值；进而从灿烂的敦煌艺术与历史文化遗产

中，读懂创造古代文明的老祖宗留给我们宝贵的遗产精

髓就是“创造”两个字，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

得以生生不息的精髓。

2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堂教学

在课程学习指导的过程中，本着课程思政把“做人

做事的基本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民族复

兴的理想与责任”有机融入课堂教学的理念，理出“敦

煌的艺术”课程学习中的思政建设点，结合学生的实际

进行讲解，于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起到思想政治教育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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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第 249窟窟顶壁画中的波斯风格的狩猎图却来源
于西方；第 275窟弥勒菩萨头上的三珠冠，垂肩的发绺，
胸前的璎珞以及交脚而坐的格式，显然受中亚、印度、

波斯风格影响；第 45窟的《胡商遇盗图》说明汉唐以
来，中亚、西亚商贸频繁。

在讲解这些知识点时，我们可以结合中华民族多民

族统一大家庭的现状，结合新疆的“民族团结一家亲”

暨当前进行的“三进两联一交友”活动展开：各民族的

交流与融合，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也正因为有着频繁的

中西文化交流，才形成了如此辉煌的当代敦煌艺术、莫

高窟艺术；我们今天继续加强民族团结与各民族文化交

流，有利于加强各族学生的中华民族意识、民族团结意

识，也有助于推动中华文化、中华文明走向更加辉煌。

2.3 兵团精神教育——奉献进取担当的引领者
在学习敦煌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时，以常书鸿、段文

杰和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文物工作者在的文化遗产保护、

研究、弘扬过程中形成的可贵的以“坚守大漠，甘于奉

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为核心内涵的莫高精神，又

可作为我们讲解兵团精神的教学点。

我们可以用好一代代莫高人投身建设的事例，生动

形象地予以介绍，以情感人，将敦煌研究院七十五载薪

火相传、生生不息所形成的“莫高精神”结合石河子大

学所在的“兵团精神”进行讲解，可谓是激励当代兵团

大学生学好知识、练好本领、扎根边疆、屯垦戍边的精

神源泉和动力，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的强大精神力量。

2.4 生活情趣引导——历代生活之美的展现者
在带领学生一起学习敦煌的绘画与壁画艺术时，我

们既要讲到其中的绘画技巧，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绘画

的内容，这时，我们对其中一些符合当代生活之美的细

节进行分析、解读，既可以增强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

还可以激发学生的生活情趣，间接地起到“健康生活情

趣”引领的作用。如学习莫高窟第 156窟前室顶中部有
一幅《父母恩重经变》，其中出现了看起来很现代化的婴

儿车，造型与我们现代生活中的童车极为相似这种儿童

车，在唐代被称为“栏车”。虽画面为栏车，但壁画强调

了父母养育子女的艰辛。学习莫高窟的服饰艺术时，我

们发现在瓜州东千佛洞第 2窟的中心塔柱南面，有一幅
菩提树观音立像穿着白边 T恤小短裙；在莫高窟第 5窟，
有一幅供养人像身着方格纹饰外衣，虽然现在已看不到

当初的艳丽色彩，但足以反映当时的流行款式和设计水

平。这两款服装都极具现代气息，给人以清新的美感。

由莫高窟壁画中的这些点滴细节，我们可以和同学

们一起分析什么是美、它为什么美、它带给我们什么借

鉴与指引，我们在生活中如何发现类似的美、如何延续

美、如何创造美，这正是我们对大学生进行健康生活情

趣教育的一个良好契机。

3  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考

3.1 提升专业认同感与文化认同感
高校学生所学习的每一门课程，都建立在支撑学科

专业培养规格的基础上。因此，高校教师更应该认真对

待包括公共选修课程在内的每一门课程，既要精心备课，

更要专心教学，使学生充分感受到课程，乃至专业的魅

力，进而增强对专业的认同感、对文化的认同感。综而

概之，高校教师可从课程学习内容的内涵、外延、历史

与发展前景着手，引出课程的核心教学内容，让学生的学

习不仅仅是对知识点的掌握，而是从学科、专业、文化的

大视野、历史维度去认识，从而提升其专业认同感、文化

认同感。在讲解的过程中，抓住“融”字，找准课程中的

专业思政点，即专业知识中所体现出的主流价值观，采取

学生所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讲解，将思政教育与专业知

识讲授有机融合，增强“思政点”的吸引力、说服力和

感染力，以起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3.2 增强课程思政味和主流价值观
课程任课老师在建设课程内容的过程中，除了找准

课程思政点外，还应坚持趣味性与时效性并重，结合时

事、案例进行分析，引导学生了解课程学习内容、理解

课程思政点所体现出的思政要求，确保课程里有“思政

味”却无“说教感”，使学生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并且

在掌握专业知识理论的过程中，感受到其作为中华优秀

文化的魅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自信、中华民族自豪，

进而在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积极创新，努

力为中华民族的大国使命与担当而贡献当代青年学子的

力量。

综上，课程思政虽看似为一个相对较“空”的概念，

但落到实处，却是由一个个专业、一堂堂课程、一个个

知识点所累积搭建而成的。只要我们每一个教师将思想

政治教育看作我们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将专业课程中

思政点的挖掘与实施作为我们课堂教学的方向指引与重

要内容，才有望充分发挥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全面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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