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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起寻美  别具“艺”格
——《艺术美学》课程第一课教学展示

熊青珍

（广东财经大学，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艺术美学》是我们艺术硕士生入学第一门专业理论课。透过该课程的第一课教学，展示在该课堂中如何融入艺术 +思政元

素的教学实践，感受中华陶瓷艺术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以掌握艺术表达规律以及创作形式，运用艺术美学的基础知识营造“艺术美

化生活”并创造美，实现艺术 +思政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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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美学》是专业硕士一年级专业必修课程，也是一门艺

术理论的基础课程。通过艺术美学形式的学习思考，运用所学的

原理性知识深化和强化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方向，掌握艺术表达规

律以及创作形式，从“发现美”走向“创造美”，具备运用艺术

美学提高设计能力。

一、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思路

（一）课程基本信息 

艺术美学是艺术学的基础运用语言。该课程 2 学分，总学时

32 课时。《艺术美学》是艺术专业硕士一年级专业必修课程，也

是一门艺术理论的基础课程。

（二）课程目标 

1. 知识与能力目标

本课程根据艺术专业的特色和优势，巧用时政案例迁移知识

点，从学习中国优秀艺术品中分析他们的创作背景及作品艺术特

色，提高对美的概念、艺术的起源、艺术的价值等问题有较为系

统的认知和理解，并运用所学的知识对艺术在当今时代的千变万

化做出比较理性的、与时俱进的判断和分析。

2. 思政育人目标

课程思政育人主题从工匠精神、价值主题、科学精神等方面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艺术审美和创新意识及艺术设

计的理论与应用能力。同时希望学生能运用所学的原理性知识深

化和强化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方向，掌握艺术表达规律以及创作形

式，灵活运用艺术美学的基础知识创造美的能力。

（三）课程内容简介 

教学内容 思政要素切入点 育人目标

1. 艺术到艺术学

（1）畅谈自己学艺的过程；

（2）如何从艺术特性去定义艺术。

结合建党 100 周年雕塑《信仰》，增强对党

的认识，实现对专业与思政元素迁移。

重点梳理古今中外的一些艺术作品，理解艺术作品的内涵与

意蕴，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树立正确的艺术价值观。

2 艺术体制 了解多类型艺术的体制与现象。 提升对艺术品类的认识。

3 艺术形式语言 注意艺术“经典”与语言的逻辑性和契合度。 扩大对美学知识的深度及广度，用艺术的眼光发现自然之美。

4 艺术表达 开展“头脑风暴”，推进对艺术价值引领知

识传授。

同时，掌握平面与立体的造型规律，提高平面造型的能力以

及手、眼、脑协调活动的能力。

5 艺术创作 艺术创作源于生活。 领略艺术美学魅力，提高自身艺术审美。

6 艺术鉴赏 认识艺术品价值实质。 学会用美的定律审视艺术的道德价值。

7 艺术批评 厘清艺术与再创作关系。 引导树立正确的专业观和学科观，呈现最有价值的艺术表现。

8 艺术新趋势 艺术当随时代。 感受艺术随时代发展而发展趋势。

二、《艺术美学》课程的第一课：“艺”起寻美 别具“艺”格——

从艺术到艺术学的殿堂

（一）教学目标

1. 掌握艺术美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

2. 认识艺术学的对象、属性和方法

3 引发对于本专业知识能力设计美学价值的思考

（二）教学内容 

1. 艺术到艺术学。2. 艺术学的对象、属性和方法

（三）“艺”起寻美  别具“艺”格——从艺术到艺术学的课

程思政设计思路 

1. 设计理念

主要课程介绍优秀的艺术品的美的艺术形式，使学生对当代

艺术品有初步的认识与了解，并对当代艺术特点展开更具体的验

证，从而开阔艺术视野，突破固有的创作思维传达自己的思想和

观念，引导以一种包容而具开放性的方式去联系实际去进行创作、

表达观念。

2. 思政育人主题与结合点

通过对美的分析，在了解艺术作品创作过程中既深刻了解历

史，明白如今祖国强大和人民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重点梳理古

今中外的一些艺术品，在充分了解艺术家，设计师等大师的人生

经历，同时更好地使学生们理解艺术作品的内涵与意蕴，感染和

教育学生激情，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对艺术美追求，树立正

确的生态观念，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树立正确的艺术价值观。

（四）案例导入 

1、从聆听 1-2 名学生畅谈学艺的过程入手；再出示油画作品

赏析与思考：

（1）艺术赏析与思考：提问《开国大典》是一部反映什么主

题的、什么形式的艺术作品？它体现了怎样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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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作者是谁？作品体现了怎样的时代精神？——从而，激发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

（2）图片展示分析：建党 100 周年的大型雕塑创作作品《信

仰》（由吕品昌教授主设计）体现的艺术内容是什么？表达的主

题思想是？

通过问题的分析引入艺术作品美的认识，提高对艺术美的认

知的能力，引导学生接受各种美的观念和与之相联系的道德观念，

（3）小结 增强对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语言的认同感，理解了

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实现专业知识点的思政元素迁移。

2. 深层欣赏与深度艺术反思：专业与思政的聚焦点

（1）艺术的本质：（2）“思政”教育：《开国大典》作品

告诉我们 ..... 如何让经典题材呈现新时代的生命力。

总之，课程内容依据教学大纲循序渐进，在课程教学中各章

节中能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专业知识教育内容有机融合，感染

和教育学生激情，另一方面也暂时摆脱繁重的理性思维和推导，

从身和心两个方面做好继续积极进行专业学习的准备。

那么，什么是艺术美呢？欣赏建党 100 周年大型雕塑创作作

品《信仰》中艺术美

“思政”教育：伟大的艺术品告诉我们：艺术源于生活，高

于生活，要创造高于生活的艺术，要增加人文素质，加强自身修养，

以人为本，尊重规律，加强人文艺术情怀。只有掌握艺术表达规律，

学会辨别艺术美的能力以及创作形式，才能具备运用艺术美学设

计的基础知识和能力。

（五）课程思政改革的教学成果 

课程中注重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改革：（一）丰富了传统的艺

术学原理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教学方式。引导明确树立正确

的艺术价值观及生态观念，改变了传统的艺术学课程过于注重知

识传授的方式，围绕着手机媒体、视频等教学模式在艺术教学内

容上尝试融入游戏与“课堂”动手构图共同寻美的等教学形式，

引导学生要形成主动进取的学习研究态度，获得对艺术的基本原

理与内在的本质规律学习认知，形成正确艺术价值观。（二）密

切了课程内容与生活和时代的联系。关注艺术设计学生的研究兴

趣和学习经验，使学生能运用所学的艺术学知识深化和强化自己

的学习和研究方向，并能举一反三、推陈出新。（三）体现课程

结构的均衡性。在课时安排上，调整课程结构中的课时比例，将

以往主要的艺术学原理课程内容，如艺术概念、艺术价值、艺术

实践之间的课时分配更加地综合、均衡，旨在加强学生艺术创新

能力和设计实践能力的培养，充分发挥其的艺术个性，选择擅长

的艺术研究方向。（四）增加了设计实践和艺术调查环节的实战性。

在设计实践中增强用艺术美的原理来指导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如课程实践部分则注重引导学会联系当下校园文化元素仔

细思索，表达观念与设计思维。如本课程后期正值学校 40 周年校

庆筹备工作办公室发出广东财经大学吉祥物“财子”“财女”“财

宝”形象 IP 设计大赛通知，结合此大赛的热点，组织学生积极参赛，

以艺术美学形式，引导以广东财经大学历史、地理、校训、校徽、

校歌、校园特色、办学理念、精神风貌等切入点为基础、深挖内涵、 

造品牌、传递情感、促进交流为目标，设计有广东财经大学特色

的“财子”“财女“财宝”IP 形象。

在组织对《“财子”“财女”“财宝”IP 形象》的创作中引

导对美的认识，深入了解校园文化，就“财子”“财女”“财宝”

这一主题进行了创意思考，并引导在草图环节中用艺术美学的原

理加以分析与深刻 理解含义。瞧！同学们他们选择“财子”“财

女”“财宝”这一主题，将才子与校园文化的学习相结合起来，

从开始慢慢理解当代艺术美，到初步选题创作方案，设计出一款

款针对“财子”“财女”“财宝”的个性作品。

今后，加强思考课程深度的思政元素和艺术内涵，引导学生

正确理解生活中的各类艺术品的形式与艺术价值，同时，又注重

不同课程之间的内在规律性，避免泛课程思政化，以精准回归对

接专业课程思政元素与课程本身培养目标，指导学生用艺术的眼

光去“发现美”，并运用所学的知识“创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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