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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艺术生的思政教育时效性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养，促进他们真正成长为社会有用人才，又有利于艺术类院校
的文化建设工作，促进艺术类院校良好风气的形成和保持，不
断提高教学质量，为社会提供更多优秀人才。

1　高职院校艺术类学生的特点
1.1 思维活跃，创新意识强
与非艺术类专业学生相比，艺术类学生除了文化知识的学习

外，艺术专业接触的其他知识要广泛得多，因此艺术专业学生
的视野开阔，思维比较宽广。同时在学习时，艺术专业的特殊
性也要求学生要有很强的个人风格，创作的艺术作品要具有与众
不同的特点，这就需要艺术类学生不仅要想象力丰富，具备创
新思维，还需要有敏锐的观察生活能力，具备发散思维。

1.2 情感丰富，富有生活激情
艺术专业学生情感细腻，心思敏感，对待生活、社会充满

了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情绪表现比非艺术类学生更为明
显。进入大学以后，与艺术更深层次地接触和教师更专业的指
导后，情感更加丰富，对美的追求更加向往。因此高职院校艺
术专业的学生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情绪波动比较大，喜欢的事物会
拼尽全力，不喜欢的坚决不予理睬。

1.3 个性鲜明，自我意识突出
观察高职院校艺术类专业学生，会发现他们穿着个性时尚，

性格前卫张扬，最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和赞美。这种个性鲜明
的特点，不仅表现在生活方面，还表现在艺术追求方面，更反
映在思维态度上。这是因为艺术专业的学生从授课方式到学习方
式，从学习过程到学习效果都追求个性化和独立化，只有从个人
性格、喜好为出发点，才能创造出独属于自己风格的艺术作品。这
就使得艺术专业的学生自我意识比较突出，在考虑问题时很少从
全局利益出发。

1.4注重交际，社会能力较强
艺术类专业的求学路比较艰辛，年龄很小就开始外出求学，

为了更好地培养艺术修养，他们会参加各种实践活动，接触社会
早，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际交往能力，独立性很强，可以自
主处理很多事情。进入高校以后，艺术生为了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社会实践活动更为丰富多彩，校园生活中社会接触的机会比非艺
术专业要多，社会年龄成熟。

2　艺术类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实效性存在的问题
从高等教育整体来看，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实效性有待进一步

加强和提高，而于艺术专业的学生来讲，普通的思政教育工作不
能满足需要，实效性欠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艺术类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内容针对性不强
首先，艺术专业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没有融合艺术专业的特

点进行，没有针对性的实践活动，教育内容千篇一律没有和艺术
专业学生实际结合起来，艺术道德的培养没有对学生艺术能力的
提升起到应有的作用。

其次，艺术高职院校没有把握艺术生的独特性，思政教育内
容比较单一，没有从艺术专业的独特视角来设置教学内容，思政
教育的理论知识没有融入到学生的社会实践中去，致使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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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艺术专业学生的思想方面的问题，没有达到预
期教育目的。

2.2学生政治意识淡薄，思想偏颇情况严重
艺术类学生的思想认识不完善，政治理论知识比较缺乏，他

们认为艺术是超越政治的存在，于是对社会时事不关心，对政治
走向不感兴趣，于是思考时事热点的深度不够，不能透过事物现
象看到本质。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艺术专业学生大部分时
间都用在专业技能训练上，对文化知识、思政教育的理论学习不
够，没有认识到将来走上社会后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作
为“社会人”属性中除了艺术以外还有很多事情和自己息息相关。

3　影响艺术类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实效性的因素
3.1社会因素
首先，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深入，开放程度越来越

高，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与世界全面接轨越来越深，这给我们
的社会变革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但也带来了一些不良思潮。由于艺
术生的文化知识和思政理论不全面，他们对全球化的了解比较片
面，抵御消极思想的能力不足，思想更容易被“污染”。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中，金钱至上、利益至上的
理念冲击着艺术生的思想观念。他们追求艺术的过程中，不再偏重
于艺术的美，而是偏向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更看重“经济报酬”，
把自己的艺术“金钱最大化”，这些都影响了学生政治品质的形成。

3.2学校和教师因素
虽然艺术类高职院校已经把学生的思政教育作为工作的重中

之重，但是在教育过程中过于重视共性，忽视了个性，没有从思想
上认识到艺术生的思政教育独特性，在课程体系、社会实践的构建
中没有统一协调的步调，大课理论教学中师生交流少，沟通不到
位，社会实践只注重了学生专业能力提升，忽视了渗透思政理论。

3.3学生因素
艺术专业的特殊性赋予了艺术生普遍感性的特质，要求他们

必须具备生活敏锐感知力、艺术丰富想象力和个性独特创造力，
才能有美好的、具有感染力的艺术作品问世。这使得艺术生考虑
问题理想化，感情用事，不能理性分析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同时，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个性，专业教师一般会针对性地开展教学，
学生的个性化培养让他们更看重了个人实际利益，影响了学生的
行为。

4  结束语
提高艺术类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的时效性，要从思想上认识到

艺术生的特殊性，积极探索适合艺术生的思政教育理论内容，结
合艺术生的专业特色，采取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发挥专职政工
人员、教师、辅导员的作用，有效加强艺术生的思政教育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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