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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课程思想政治的理念提出，1 各个学校大力配合

国家提出的政策，积极实行将各个科目都添加思想政治

理念，将各科目中隐藏的思想政治理念全部激发出来。

美术理论课同样也将思想政治理念融入其中，目前，教

师不仅要在课堂上教给学生们平时的理论知识还要将理

念传达给学生，让学生心中建立起高尚的品质。学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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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要了解美术简单的皮毛，还要从中了解到其蕴藏的理

念，真正做到艺术熏陶自己的精神。所以，核心素养下

美术理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一、课程思政的内涵以及美术教育的基本任务

（一）课程思政的内涵

课程思政是由国家提出的，意思是各个科目与思想

政治结伴而行，让学生学习专业课的同时，也要学习思

想政治，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专业、思想全面发展。随

着国家这项观点的提出，全国迎来了新的热潮，课堂上

不仅仅只是教师在教学理论知识，而是结合思想政治教

育，将各个学科中隐藏的思想政治资源全部都挖掘出来。

因此，课程思政就是要充分挖掘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要素，这既是一种教育理念的体现，也是一种更为灵活

的教育方法，也是一种课程教学体系和实践活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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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这一想法，不但将各个科目中隐藏的知识挖掘出

来，还丰富了课堂，让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念。随着教育

事业的发展和国家对教育发展的高质量要求，课程思政已

成为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如今这个时代，我们不

光要让学生们学习能力足够高，还要让学生们有足够的思

想政治观念，这样才可以为国家培养全方位的人才 [1]。

（二）美术教育的基本任务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懂得欣赏美，美育是

培养学生认识美、爱美、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是培养

一个完美的人的关键一步，新时代背景下，学生要明白

真正的美育首先是审美精神，学习立美精神。美育不仅

是审美教育，更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它不仅是审美

教育，更是情感教育和心灵教育。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出

现了众多的爱国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们为了弘扬民族精

神创造了一幅又一幅的佳作，学生在学习美术不光要学

习美术的理论知识而是要明白其中的精神。美术不光是

让学生们去认识美，更是要构建学生对于美的认知，在

学生们的心中为学生建立高尚的品质，培养学生积极乐

观的品质和高雅的精神风貌，提高学生欣赏美、展示美、

创造美的能力。根据这些观点可以看出美术是如今当今

社会，学生时代不可或缺的科目 [2]。

二、美术教育的现状

（一）美术欣赏：审美取向单一

在我国大部分的学校中，美术课的时间都相比于其

他科目都比较短，教师在课上并不能将一幅作品的精髓

都教给学生，教师往往都会采用比较快的教学方法将知

识教给学生，这种教学方法会使学生们以为美术是一门

只有快的艺术，西方美术就有异曲同工之处，这就导致

学生普遍会更理解西方的美术，而中国的雕、摹等技术

手法，学生似乎并不感兴趣，甚至遭到部分学生的排斥。

这使得一些学生产生了崇洋媚外的思想倾向，即盲目追

随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嗤之以鼻。甚至

认为西方文化是一种更先进、更高级的文化样式，竭力模

仿，以求同化，最终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学生这种思想

会主观的认为西方的艺术就是好的艺术，这就导致了学生

们的审美取向单一，对审美能力不够重视，对中华优秀文

化的传承不够重视，更严重则会导致学生诋毁中华文化去

宣传西方文化，我们一定要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3]。

（二）美术教学：重技法轻思想

在进行美术教学时，大多数人都比较重视写实能力，

导致很多学生越来越重视技法的使用，往往忽视了美术

本身所体现的美感。很多学校为了让学生的成绩快速增

长，教师就会教学生一些技法，或者是在临摹时的技巧，

这些会使学生们的一幅画作很快面世，但是却使学生们

的画作没有灵魂、没有思想，只是一笔一笔绘画出来的，

没有一点情感的画作，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也找不到属于

美术的独特的感觉，更看不出一幅幅艺术品中所蕴涵的

情感。很多时候，孩子们并没有意识到，绘画可以表达

他们的想法，他们只是在玩颜料。国家对于这种情况特

别提出了美术核心素养下对于培养学生不光要让他们会

画画，更要他们了解画作中的含义以及情感。因此，在

提高教学技能的同时，必须将艺术美的技能融入其中。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一起欣赏国画作品，并将

这些优秀品质传递给学生，使学生接受传统美德的熏陶。

教师在教学时要提倡技法与思想是等价的概念，不存在

技法强思想弱的理论 [4]。

（三）美术创作：重效果轻创意

一些喜欢制作视觉效果的学生在创作时往往对于效

果的呈现更加重视，他们不搞创作，不搞展览，只重视外

在美感、整体面貌、视觉冲击等等。由于一些学校美术课

程相对较少，所以教师很少有时间将美术的全部传授给学

生，教师只好采用快速的方法，对于画面效果尤为重视。

学生们在学习这种方法后，创作时往往只在意画作的视觉

效果是否可以冲击到大家，从而失去了画品创作的灵感。

因此，教师必须重视对学生进行美术绘画的训练，以提高

学生的创作效果。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正确的教学方法尤

为重要。如今，新的教学方案被提出，美术课的时间大大

增加，教师有足够的时间教学生们如何去在重视效果的同

时不影响自己的创作思维，这对学生的艺术欣赏能力和艺

术设计能力的培养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需要

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最终使学生们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5]。

（四）课堂教学：思政意识不足

在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堂这项政策提出之前，教

师以及学生对于课程思政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陌生，大家

根本没有将思政教育融入课堂的经验，部分教师甚至认

为这单单只是班主任的职责与自己毫不相干。这就导致

了像美术老师等科任教师课程思政的教育意识不足，对

于传统的教学方法只是将美术的全部理论知识教给大家，

很少有人会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融入到课堂中。在教学

过程中往往不清楚什么时候进行思政教育，如何进行思

政教育，归根结底就是对思政教育的切入点没有把握。

同时，美术等艺术科目的课时相对较少，这更不利于大

家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美术在学生时代非常受欢迎，所

以，在美术的课堂上加入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大力宣传这

种思想，对于提升学生们的思想政治理念起着很大的作

用。因此，课程思政教育就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

各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

生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 [6]。

三、课程思政融入美术教学的路径

（一）在鉴赏中挖掘思政



151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3)2022,4
ISSN: 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美术教育不单单只是教师将画画的技巧教个学生而

是要培养学生们的艺术气息，陶冶情操，使学生们具有

审美的能力以及欣赏美的眼神，从古至今，大多数的作

品不光只是由于画作技术及惊艳，而是因为其中蕴含的

情感。一些作品不光记录了一个时代，更是记录了艺术

家在创作时的思想，在进行深刻的了解后可以看到画作

中的思政元素。这也是为什么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代表这

个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原因。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

民族的鉴赏者，在欣赏同一件艺术品时，可能会产生相

同或相近的审美感受，也可以称之为共鸣。教师在进行

教学时一定要加上丰富的思政元素，让学生们在欣赏美

术时可以感受到思政精神，使他们能够恰当地表达自己

的情感，表达自己的观点。在鉴赏中挖掘思政元素，可

以增强学生们的民族精神，激发他们的民族斗志，凝聚

他们的民族力量，还可以为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

于培养学生们的爱国精神有着很大作用 [7]。

（二）在写生中浸润思政

写生与普通的创作还有着很大的区别，写生是对风

景，实物进行绘画，学生可以根据自己主观意识去画出

眼前的实物，这对于学生们洞察力、想象力的培养起着

重大的作用。所以整个写生的过程也是一种艺术创作的

过程，走进自然，积累素材，在老师的指导下提升自己，

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在生活中直接表现对象的能力，逐渐

形成自己喜欢的绘画风格。在课程思政的背景下，教师

可以带领学生们去具有表现思政精神的地方去写真，去

感受生活，从而丰富自己的想象力，从而更深刻地理解

和表达作品的内涵。这样不仅可以加强学生们的画工，

还可以丰富学生们的思政教育理念。教师可以带领学生

去革命根据地等地方，在这些地方去写生，让学生接受

红色文化的洗礼，了解革命历史文化，接受红色文化的

熏陶。通过实践达成将思政融入到课堂的教育理念，让

学生们在实践中真正认识到先辈的历史，对国家、对历

史的责任感。通过教师的引导，让学生自己去理解、去

理解、去理解，从而达到思政育人的目的。同时，让学

生亲身感受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增强民族荣誉感和责任

感，最终达到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目的 [8]。

（三）在创作中融入思政

美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创作，创作是一幅作品的

灵魂，它考验的是人对于身边的感受、想象力以及模型

的塑造。在核心素养背景下，学生们要有独立的创作意

识，不应该抄袭他人的作品。在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背

景下，学生在创作的过程中，教师要将思政教育的理念

融入到学生的大脑中去，教师要引导学生们去思考。在

教学中多让学生参与到特定的艺术氛围中，在探索性学

习中让学生产生学习兴趣和动力。教师要带领学生们走

向生活，去感受生活，从而丰富自己的想象力，从而更

深刻地理解和表达作品的内涵 [9]。走向生活不光可以充

分发挥学生们的想象力还更有利于思政教育的融入，有

利于加深学生对艺术的理解，拓宽学生的视野，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通过引导学生认识、发现这些不

同形式的美，可以陶冶学生的艺术情操，让学生在生活

中体会、观察、发现生活中的美。教师要注意在学生的

创作时积极提出思政教育理念，让学生们可以充分的吸

收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通过思政文化浸润学生的心灵，

塑造学生的真善美，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

人生观 [10]。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如今这个重视艺术以及思想政治理念

的时代，随着课程思政政策的提出，美术理论课堂融合

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就是重中之重，我们应该本着以人为

本，核心素养下提升学生们的审美能力，思想政治观念，

这是目前各个阶段学校的工作。美术创作不光只是熏陶

人们的灵魂，更是要发挥其中蕴含的教育理念。美术作

为学生们最喜爱的学科，在其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一定

可以受欢迎，并且在提升学生审美意识的同时，可以了

解思政理念。总而言之，核心素养下美术理论课程思政

教学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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