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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时代环境下，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学习方式和学习

理论，在不断结合信息技术进行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大学生应

当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自身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将自己的情

感与思想政治教育课堂相联系的过程中，逐渐能够意识到思想政

治引领自身的高尚品德的建立，并能够在不断提高审美情趣的同

时，学生能够积极投身于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并能够

与教师形成良好的情感教育内容。教师应当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

课堂在不断改革中，应当发现课堂教育的实际问题，进行科学

理念的不断培养，坚定政治方向的同时，能够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能够用新美育理念去引导学生渗透良

好的审美观念，形成具有发展性的个人修养，并能够在与学生

不断合作的过程中，达到一定的学习水平和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的

共进。

1  大学生思政教育创新思考

思想政治教育是学生在不断进行学习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

了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并能够与时代发展相联系，与职业发

展相结合，在不断突出自身个性化发展特点的同时，能够将新美

育理念进行全身心的学习和思想意识的渗透。并能够将这种审美

教育逐渐结合思想政治课堂进行实践学习，新美育理念中包含着

社会审美实践的各个方面，也是在不断发现美的过程中，提高学

生的审美水平和内在修养。逐渐能够符合社会的发展需要，形成

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在观赏美和享受美的过程中，形成了重

要的情操。教师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课堂进行新审美观渗透的过程

中，更应当能够不断的树立创新意识，将思想政治课堂进行多元

化的思考，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达到一定的思想境界。

1.1大学生思政教育以人为本

思想政治教育是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重要教育内容，也是

进行德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能够让学生在实践教学过程

中，达到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高度，需要教师能够观察学生的心

理状态，逐渐能够以情感为依托，做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效

果的提高。在尊重学生主观意见的同时，能够与学生进行心灵的

沟通，并能够将美育教育内容进行有效的结合，在进行教学多手

段融入的过程中，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重要教学理论。任何教育

方法的实施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学生的全面发展需要，能够构

建更加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达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

果，以及有利于学生终身发展的重要教育设计内容。

1.2大学生思政教育以美育教育方向

大学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需要教师在实施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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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过程中，应当找到重要的发展方向，并能够以情感教育为

桥梁，逐渐形成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新美育观念的提出

为思想政治教育找到了重要的突破口，也是不断进行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引领的重要内容，教师在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沟通、

探究的过程中，应当能够和学生建立良好的情感基础，以新美育

观念为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指导方向，逐渐能够让学生坚定思想

政治学习的信心，纠正不良思想政治行为，通过对美育教育的重

新认知，在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形成健全的人格，在与社会接触的

过程中，能够让自己走得更高、更远。

1.3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实践环境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和逻辑性较强，大学生在对思想政治

课堂进行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应当能够让学生主动形成自主学习

的良好意识，并能够敢于发现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联的教育内容，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逐渐形成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环境和

基础能力。在不断将美育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过程中，

应当能够让大学生具备良好的社会实践能力以及认识自我和积极

评价的重要自我价值目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在不断创新

的过程中，应当能够让学生抓住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关键期，培

养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在为学生创建实践环境时，应当

进行实践方法的思考，在实践环境中加入新美育理念的文化内容，

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2  基于新美育理念下的大学生思政教育实践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是有利于学生终身发展的重要教育学科，为

了能够更好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需要高等院校在设立思想

政治课程时，应当运用科学合理的优化课程标准，并能够在实现

以人为本的重要教育理念中，逐渐能够思考学生的真正需求以及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方法。在不断提高学生高尚道德情操的同

时，也能够让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以及有利于自身发

展的法律意识，逐渐在保护自身安全的同时，能够形成重要的艺

术内涵以及良好的心灵境界。通过新美育观念的不断渗透，以及

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达到一定的学习效果和自身综合素质能力

的提高。

2.1教师转变观念，创建愉悦的课堂环境

教师在不断去除传统教学模式不足的过程中，应当能够结合

教育经验和教育风格，进行课堂教学环境的创新，并能够为学生

建立宽松、愉悦、谐的合作交流讨论环境，让学生在不断探究思

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新观念的同时，逐渐树立学习思

想政治的重要动力。教师在与学生创建良好的课堂氛围中，能够

进行积极的交流，让学生表达的主观想法，进而将美育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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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合理融入。例如教师能为了能够找到与学生重要的思想政治

学习重合点，在学校开展具有思想政治意义的文学作品的品读交

流活动，提高学生的政治内涵。

2.2 多元化课堂建立，以情感为桥梁

教师在与学生进行共同体验课堂环境的过程中，应当为学生

创新多元化的课堂教学方式，并能够让学生感受到新美育理念的

独特性和新颖性。思想政治教育课堂除了让学生能够形成正确的

思想政治方向，还需要学生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思想政治

教育也是塑造美的教育。为了能够更加合理舒缓的将思想政治教

育课堂进行多元化创建，需要教师能够运用高尚的音乐元素，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与美育教育的结合。学生在聆听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的重要的学习内容和思想境界。并能够将自己的不断联

想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原点进行思维拓展，通过情感的不断升华，

逐渐能够达到与教师思想政治水平的一致，从而形成了重要的思

想政治教育创新思维。例如教师在思想政治课堂进行美育形象的

树立，让学生将自己学习的内容与实际形象相联系，达到以情

促教的重要教学效果。

2.3加强思政教育与美育教育的结合

新美育理念是在美育教育基础上进行美育教育的不断创新发

展和时代思考，在不断以美为载体进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过

程中，需要能够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形

成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美育教育的创新结合点。在运用现代化

手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过程中，应当能够让学生加强思

想政治学习知识与技能的提高，逐渐形成重要的学科素养以及良

好的美育学习内容。例如教师通过多媒体设备进行思想政治课堂

教学情境的展开，逐渐能够让学生形成重要的思想政治学习方

向，并能够通过美育教育的相互联系，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乐

趣以及学习内容的美化，逐渐达到一定的学习效果，也让学生

在思想政治课堂形成健康身心和美育思维。

2.4创新思政教育实践活动

新时代发展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也让学生在进行课

堂学习中形成了多元化的学习思维，在不断进行学习创新和学习

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相联系。

学生在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内涵的同时，逐渐能够感受到时代

所赋予的的责任感，并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逐渐形成创新性的学

习途径。教师在不断结合学生实际需求的过程中，逐渐能够将

思想政治教育课堂进行实践教学活动的组织和编排。例如教师可

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以新美育理念为基础，进行良好的设

计和趣味化的安排，让学生在放松和充满愉悦情绪的游戏环境

中，逐渐形成重要的美育教育内容，并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进

行有效的递进。

3  总结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不断进行改革与创新的过程中，应当

进行教育实践方法的探索，并能够通过多途径、多手段的融入

新美育理念，并能够让学生在感受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独特性的同

时，也能够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逐渐得到良好的心灵

净化和美育思维的启迪，逐渐能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形成重要的

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在新时代环境下，逐渐感受到时代所赋

予的重要责任，逐渐形成新美育观的提升以及思想品质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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