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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思想”从一定角度来说，是我国丰富文化内涵
的悠久积淀，是每一位有思想、有抱负的有志之士终身发展都
应追求的根本精神。但是，随着信息时代飞速发展，人物对于
物质的追求在多元思想影响下，逐渐大于精神追求。特别是，
近几年来，绝大部分大学生都受到新媒体发展影响，对爱国主
义情怀培养不加重视。为此，在高校美术教育中，美术教师应
融合“爱国主义”课题，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系列教学
活动，引导学生探讨爱国主义，正确认知传统文化，进而激活
爱国情感，切实培养审美能力、创作能力。

1　加强以爱国主义思想为要的鉴赏教学
在高校美术课程教学中，美术教师开设以爱国主义思想为主

的鉴赏活动，通过“具体作品+ 解说速览+ 背景音乐”的教学
模式，向学生有效传递爱国思想、情感，是爱国主义教育与美
术教育有机融合的初步尝试。为此，美术教师在备课环节，就
应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选择能正面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美术作
品与相关音乐或视频，有意识的侧重解析其爱国主义主题。以
此借助基本鉴赏引导，让学生感性的自发认识并理解爱国人士，
领会与其相关的艺术之美，继而提高民族自豪，潜移默化的受
爱国主义教育熏陶[1]。例如，美术教师选择与钱学森相关的美
术作品，并为其搭配《我和我的祖国》做背景音乐，通过对其真
实人物形象介绍与相关事迹讲述，引导学生从美术技巧与人物形
象互融角度欣赏作品，在欣赏、领会过程中逐步感悟民族精神，进
而提高对民族理想感知能力，正确摆脱缺乏朝气，缺乏信仰的“萎
靡”之风。

2　运用能体现爱国主义内涵的色彩教学
高校美术教师基本都是经过严苛专业训练与理论培训才成长

起来的专业人才。仔细观察高校美术教师其实可以发现，每一位
美术教师都有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但是，美术教师要在美术
课堂教学中，教给学生一定的美术技法，也会或多或少的受到其
个人风格制约，影响学生创新思维培养与个人潜能挖掘。例如，在
融合爱国主义教育的水粉画教学，就有部分美术教师一味追求

“高级灰”运用，强调用“高级灰”色彩表现独特的爱国主义思想。
这样的教学方式不能说不可以，也不能说没效果，但局限性太强，
极有可能固化学生创作思维[2]。因此，美术教师应采用互动教
学，多多听取学生意见，通过提问学生“除了红色，提到中国你
第一时间会想到哪一个颜色？”来合理启导学生创作思维，多用
学生列举的清爽、鲜艳色彩：祖母绿、松石蓝等，将爱国主义色
彩发扬光大，唤醒学生爱国情感。

3　选用可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形象元素
严格来说，高校美术专业学生其实每时每刻都在接触能表现

爱国主义思想的视觉符号与艺术形象。但是，接触并感知之后将
其实际深化运用却相对有限。因为，在新媒体时代，学生注意力
在短视频发展影响下变得涣散，很难静下心来长时间深入单一媒
介。并且，学生被大量体现外来文化思想的形象、作品等冲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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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为人知的《哆啦A梦》、《小猪佩奇》、《瑞克与莫蒂》等动漫，以
及《阴阳师》、《魔兽》、《哈利波特：魔法觉醒》等游戏，都直接
将国外形象元素烙印于学生心中，导致学生对于能够表现我国爱
国主义思想的视觉符号与形象元素关注较少[3]。因此，美术教
师应该利用“水滴石穿”的教育毅力，在美术课堂教学中选用
能表现我国文化精神的形象元素，让学生通过隐性视觉启导，
唤醒心中爱国情感，深化爱国情怀根本地位。最终欣赏并创作
能够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形象元素，助力爱国主义教育“落地
生 根 ”。

4　组织以爱国主义文化为主题实践活动
除上述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美术教育方法外，创新高校美术

教育教学方法，美术教师还应从理论结合实践的角度，专门组
织一些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实践教学活动，以此延伸美术
教育[4]。如，美术教师组织“红心向党”美术竞赛，遵循“以
生为本”原则，为学生提供必要点拨。然后尽可能放手放权，
让学生自身根据竞赛主题与竞赛要求，收集并整合相关素材。
而后通过巧妙构思，将自己搜集的各类素材实践活用，创作出
极具个人特色又同时能体现爱国主义思想鲜明的优秀作品。长此
以往，美术教师采用“爱国主义”主题实践教学，丰富学生
爱国认知，凸显学生主体地位，就能避免陷入传统教学模式困境
的，调动学生内在情感，正确引导学生通过美术创作抒发个体爱
国情感。在边学边践过程中，对爱国主义内容更深一步创作感悟，
升华美术学习体验。

5　结语
综上所述，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终身教育。在高校美术教

育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美术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大势所趋。
美术教师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与美术教学美容相互结合，在美术
教学中不断渗透爱国主义思想，而后“育人无声，深潜入心”的
将“爱国主义”大主题巧妙体现在美术教学过程每一环节，就可
以以契合学生美术学习需求与学习心理为依托，启导学生欣赏美、
发现美、感悟美，在新时代高校美术教育中，激活自身爱国热情，
切实陶冶创造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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