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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美学课程与美育融合发展创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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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的社会性发展中，审美和道德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且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审美和道德素养的培养，
是健全人格的关键要素。高校开展美学课程教学，不仅仅是要培养美学专业的人才，更是要通过美学课
程教学，培养人的道德品质、思想素质，健全人的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贯彻落实高校美育
教育的必然要求。本文介绍了美学课程和美育融合的必要性，分析目前高校美学课程教学和美育课程融
合的现状和问题，并探究新时期高校美学课程和美育融合的具体创新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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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课程相结合的意识，在具体的课程教学实践中，能够
促进美育课程和美学课程深度融合，积极主动地开展美
育教学，让学生在美学课程的学习中，不断提升思想境
界和道德水平，有更高层次的审美趣味，树立正确的职
业观和价值观。对此，相关美学课程教师要提升教学创
新和改革的思想意识，明确美学课程和美育融合教学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把握美学课程和美育课程的教学方向。
而就目前相关高校的美学课程教师来看，他们整体的美
学课程教学思想和意识不强烈、不积极，在课程教学中
受到传统课程教学观念和发展目标的影响，仍然将学生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放在教学的核心位置，而对美育课程
的融合缺乏重视，甚至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导致在具体
的课程教学实践中，美学课程和美育实践缺乏融合，整
体的课程教学质量不高。

2.2 对美学课程的美育素材挖掘不深入
在目前的高校美学课程美育实践中，美学教师在对

美学和美育的教学渗透中采取的方法比较单一，对于课
程的美育教学点挖掘不足，导致课程美育教学的素材有
限，课程美育建设缺乏内容和体系。很多情况下，美学
教师只是在相关美学课程中，引入一些激励性语言，或
者是用作品作者的励志经历来教育感化学生，促进学生
在美学课程学习中做到坚持不懈、保持恒心和毅力，激
发学生美学创作灵感。但是，在目前美学课程和美育融
合教学中，对学生课程融合的教学内容比较片面，没有
更多的探索美学课程的美学教学点，导致在美学课程与
美育融合教学中，缺乏内涵和深度，教学比较生硬，也
难以达到教学要求和效果。
此外，还有一些美学教师在开展课程美育渗透的教

学实践中，对美学课程和美育教学部分的融入不足，导
致课程教学和美育教学的衔接不畅，两者相分离，美育
教学没有实现在美学课程教学中的有效渗透，很难达到
“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美学课程中的美育渗透也缺
乏更多的深入点和教学亮点。

2.3 课程融合教学方法单一
在相关高校的美学课程和美育融合实践中，教师对

于课程依然缺乏创新和改革，美育在美学课程中的渗透，
仅仅是单一的教学渗透，缺乏有效的融合，美学课程的
美学渗透多是通过课程教师的讲解来进行的，教师直接
向学生传达美学课程中的美育知识点，用固定的教学形

就目前的高校美学课程和美育融合教学实践来看，

教师对于美学课程与美育融合的意识不强，教学中，美
学课程和美育融合的主题不深入、素材挖掘不到位，还有
就是在美学课程和美育融合的方法应用上比较单一，缺
乏创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美学课程和美育融
合的发展，对于课程教学的发展和创新来说都是不利的。

1  高校美学课程和美育融合的必要性

1.1 有利于人才综合素质培养
美学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学本身的本土意

识、价值观念等都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反映了一定时
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价值观等，美学课
程有其现实价值，也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更是美育
的有效素材。研究高校美学课程和美育融合的路径，对
更好地贯彻高校育人素质教育，提升高校美学专业人才
的综合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1.2 有利于提升人才就业竞争力
在传统的高校美学课程教学中，教师更加关注对专

业学生美学专业素养和知识技能等的培养，在教学中，
以核心专业课程为主，要求在教学中不断提升学生的美
术绘画等艺术创作能力，而对美育教学存在一定的忽视。
这种情况下，人才的专业性较高，但是人才的美育、思
想、价值观等得不到升华，学生的思想境界和审美体验
很难达到较高的水平。而开展美学课程中的美育教学，
能够帮助学生进一步开阔眼界，能够更好地理解感悟作
品，提升眼界，锻炼他们的专业核心素养，这对提升人
才未来的就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1.3 有利于贯彻落实德育教育理念
新时期，素质教育背景下，要求高校课程教学要积

极做好改革创新工作，深化德育思想，在具体的课程教
学中，美育也是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素质教育的基
本内容，开展美学课程与美育课程教学的融合，就是在
贯彻落实素质教育、德育教育、美育教育，这是推动课
程教学改革发展和创新的必要举措，对于提升美学专业
课程教学和育人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  高校美学课程与美育融合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强化课程融合教学意识
在开展美学课程教学中，教师要深化美学课程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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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组织学生来学习相关美学作品，研究美学作品的思
想情感和价值，总结美育思想和观点等。这种教学模式
下，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整体的渗透教学效果也不够
理想。

3  高校美学课程与美育融合教学的对策

3.1 提升课程美育重视度，深化课程教学改革
在新时期，开展高校美学课程美育融合教学，要做

到将美育教学贯穿于美学教学、训练的全过程，做到
“润物细无声”，大家要深入思考、加强沟通、善于总结，
形成科研，取得成果。对于美学课程的美育教学，一是
要深度学习、加强认识；二是要深度挖掘、加强融入；
三是要广泛实践、教学相长。在美学课程和美育融合教
学中，教师要以教学教法为主，注意难点、重点和问题
的解决方法，每个环节充分体现课程美育内容，教学过
程包括讲解示范、练习和总结，并且确保教师整堂课都
遵循教学规范要求。
高校美学教师要认识到美育对专业课程教育教学的

重要性，在具体的美学课程和美育融合教学模式开展中，
教师要学会将美育元素从不同的角度渗透于教学内容中，
充分体现课程育人功能。例如，在美学教学中，教师讲
述美学名作的作者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完成了不朽的创
作，让学生学习作者伟大的创作精神。大学美学课的教
师也可以将美学课的美育元素贯穿到美学基本知识、美
学技能中，让学生养成美学思维习惯，激发创作灵感，
培养高尚情怀。此外，在具体的美学课程和美育融合的
实践探索中，要更好地融合学科特点，从教学细微处将
美育融入课程，有效提升学生思想和道德素质。在课程
教学设计和研究中，美学教师要就美育问题从不同角度
进行思考，并且积极发言交流，开展实质性的美育教学
探究工作。这样才能在今后的美学课程和美育融合课堂
中，进一步挖掘美育元素，将美育教育贯穿于美学课程
教学的全过程，推动高校美学课程和美育渗透教学体系
建设，提升美学课程德育教学水平。

3.2 深入挖掘素材，推动美育渗透
新时期，高校在开展美学课程和美育融合的教学实

践中，必须要有充分的美育教学素材，才能够在美学课

程教学中，不断渗透美育教学理念，促进教师课程美育
教学水平不断提升。
在目前高校的美学课程教学中，教师对于美育的教

学内容挖掘不足，没有充分的发挥美学课程在美育教学
方面的重要价值，美育教学也无法实现在每一节美学课
程中的渗透和应用。对此，要实现在美学课程教学中，
渗透更多的教学素材，教师必须要积极在美学课程中挖
掘课程美育的内涵和价值，做好充分的美育教学设计工
作，让学生在美学学习与素质养成中强化综合素养，提
升整体美育水平。

3.3 创新融合教学方法，将学生兴趣纳入“审美
思维”
在高校美育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尝试尽可能多的创

新美学课程和美育融合的教学形式和内容，注重课程教
学改革和创新。在课程美育教学实践中，积极做好课程
美育教学改革和创新工作。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和开展
有效的活动，让学生参与到课程美育的教学实践中，在
实践探索中感受课程美育的魅力，体会一些人生哲理，
从而自主地获得知识，强化美学和美育教学内容的理解
和把握，通过实践获得的课程美育教学内容，才能够更
加印象深刻，一方面保持学生对于课程学习的浓厚兴趣，
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课程教学改革和创新。

4  结语

在新时期，市场对综合素质人才的要求不断提升，
要及时适应人才需求变化，在具体的高效美学课程教学
中，教师要明确美育渗透教学的重要性，积极做好课程
改革和创新工作，注重美育素材挖掘，激发创作灵感，
促进美学课程美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目前相关高校的
美育课程和美学课程融合教学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对此，需要进一步做好美学人才培养的创新实践工作，
促进课程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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