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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艺术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路径探索 
付建鑫  王姗姗 

（东北石油大学  163318） 

摘要：随着我国在政治、经济、科技以及文化等领域上的飞速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教育理念和育

人方式都在接续进步，为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发达加剧了不同文化与价值体系之间的对

抗。在此背景下，高校教师有必要开展课程思政，巩固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本文将聚焦于高校的艺术

专业，探讨基于课程思政的教学路径，并分析其必要性，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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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艺术专业是高校所开设的重要专业之一，通常涵盖艺术学理论

类专业、音乐与舞蹈学类专业、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美术学类专

业以及设计学类专业。艺术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接触西

方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并会由此触及到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价

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开展课程思政，以防学

生的思想政治观念发生偏移。 

一、必要性分析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信息资源充斥在人们的日

常生活之中，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出来。对于高校学生而言，

其大多数喜欢浏览微博、抖音和知乎等社交媒体平台，喜欢看欧美

影视剧、读欧美和拉美文学、听欧美歌曲、关注欧美社会生活直播

等等。这些信息资源一部分传递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一部分存在危害学生思想和道德观念的不良舆论信息。对于艺术专

业的学生而言，本身就容易对西方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产生喜爱和

崇敬之情，如果不开展课程思政，其就可能会逐渐失去文化自信和

家国情怀，这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无疑是不容小觑的打击。所以，

在高校艺术专业中开展课程思政极为必要。 

二、教学路径探索 

（一）深度挖掘艺术教学中的思政元素 

为了在课程思政理念下推进艺术专业教学，高校艺术专业的教

师必须要深度挖掘艺术教学中的思政元素。对于艺术作品或艺术理

论而言，要挖掘出思政元素是极具可行性的。以美术学为例。在带

领学生鉴赏西方艺术画作时，教师不仅要从绘画的技艺和视觉的原

理上给学生剖析画作，还要给学生讲述画作所体现出的西方社会文

化特征和价值观念，紧接着再给学生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不

同哲学观和价值体系的比对来巩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信

念，将美术作品从纯粹的艺术技巧层面上升到文化、政治、社会、

意识形态和哲学层面，继而达到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 

比方说，在带领学生鉴赏上世纪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

多·达利的画作，如《记忆的永恒》、《一条安达鲁狗》和《内战的

预兆》等时，可以给学生具体讲讲当时的欧洲社会背景。在经历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后，欧洲人对神的

存在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宗教批判此起彼伏，欧洲人一直以来的信

仰开始崩塌，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此而出现隔断，而其内心世界

却由于一直以来对外部世界的过度依赖和关注而极度空虚，欧洲人

意识到自己并不理解自己的存在，并不肯定自己的存在，同时也感

知不到自己的存在。在此背景下，存在主义哲学逐渐明晰起来，并

给予欧洲人以生活的希望和依靠。 

在存在主义哲学观念的指导下，欧洲人渐渐学会肯定自身的所

有存在，包括血液、骨骼、嫉妒、丑恶和罪孽，而不再仅限于柏拉

图式的理性、智慧和对永恒的美好向往。艺术家以其极为敏锐的感

知力认识到人的存在是有限的，人类对自然世界的征服是不可能

的，世界也不是完全有序的，紊乱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萨尔瓦

多·达利的超现实主义画作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这种思想，怪异的

石像、扭曲的钟表，都表达出了存在主义思潮下人们对存在有限性

和事物无序性的肯定。不过，存在主义思想过于肯定人的自我意识

和内心感受，学术界有不少人都认为其属于唯心论。 

在此基础之上，教师就可以顺势给学生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

展开课程思政。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中，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

总和。在这一点上，超现实主义画作所体现出来的存在主义思想就

与之不同，这种哲学观念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人的本质

是由自己的一系列选择和行动逐渐构成的。此外，辩证唯物主义观

念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依赖物质，物质是世界的本源。而存在

主义思想则认为，人在进行选择时，凭借的是内心中的本我而非外

部世界。通过比对两种哲学观念，并用实际生活中的事例来进行阐

释，扬弃存在主义哲学，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使学生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更加深刻、立场更加坚定，继而达到思政教育的

效果，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 

（二）引导学生创作思政主题艺术作品 

在课程思政理念下，高校艺术专业的教师为了提高学生的思想

政治素养，促进学生思想政治观念的进步，可以引导学生创作思政

主题的艺术作品。不论是音乐、舞蹈、美术、戏剧影视还是数字媒

体设计，艺术创作过程都是凝练思想和抒发情感的过程。通过让学

生基于课程思政来创作相应主题的艺术作品，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

的理解就会越发深刻，在情感上也会对其更加依赖，这对坚定学生

的政治思想和立场具有莫大的帮助。所以，艺术专业的教师要结合

具体的教学内容来为学生选择合适的主题，然后鼓励学生在选定的

主题下进行艺术创作。 

以戏剧与影视学为例。在带领学生学习法国作家的戏剧作品

时，可以将法国存在主义作家阿尔贝·加缪的戏剧《正义者》用作

教学素材。这部戏剧是根据上世纪初发生在俄国的真实历史事件改

变而成，真实度极高。据加缪在采访中所说，谢尔盖大公夫人去监

狱探看卡利亚耶夫的桥段是实际发生过的，这部戏剧的真实性由此

可见一斑。在这部戏剧中，社会革命党中的一个恐怖小组在组织的

命令下要用投放炸弹的方式去消灭谢尔盖大公，这对打压沙皇的专

制统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革命的胜利也有着深远影响。但是，

过程并不顺利。在第一次行刺时，负责投放第一枚炸弹的社会革命

党成员卡利亚耶夫看到了谢尔盖大公所乘的马车上还有小孩子，在

仁爱之心的影响下他选择放弃行动。在第二次行刺时，依然是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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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亚耶夫负责投放炸弹，他成功了，却也被捕入狱，并且遭到狱

卒的陷害，被执行了绞刑，失去了生命，失去了战友，失去了爱人，

却赢得了荣耀，赢得了正义，为革命胜利以及俄罗斯的美好未来赢

得了可能。 

在这部戏剧作品中，加缪集中表现了社会革命者为了对抗沙皇

专制统治，为了救人民于水火，为了俄罗斯大地能重归美好而不懈

斗争、牺牲自我和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同时也展现出了社会革命

者为此而作出的牺牲，即要忍受恐怖行动所带来的心灵创伤和负疚

感的折磨，要失去平淡生活中的静谧与安定，要丧失爱具体的人的

能力和条件。基于此，教师可以让学生仿照这部戏剧作品的主题、

思想和情感创作一个剧本，以光荣的革命者为男女主角或群体主

角，表现出革命者的斗争精神及其所作出的牺牲，从而使学生在创

作过程中更加真切、更加深刻地感知到革命前辈在战争中的奉献，

产生共情，进而自然而然地对革命前辈形成至高敬意，并矢志不渝

地接过革命前辈所留下的火种，立志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献出自

己的天赋、才能、情感和时间，努力成为光荣的新一代正义者。 

（三）加速构建系统化的思政教育体系 

为了贯彻并落实课程思政理念，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高

校艺术专业的教师需要加速构建系统化的思政教育体系，使课程思

政更加富有条理和延续性，以期提高课程思政的实际效用。一方面，

高校应当在艺术专业中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好课时和课程

体系，并安排专业的思政教师去给艺术专业的学生进行教学。在这

门课程中，教师主要给学生讲解思想政治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

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基本的社会

学、政治学和法学常识，使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形成一个成体系的

认知框架，提升学生的国际理解和理性思维水平，增强学生辨别和

抵御不良信息的能力，以达到良好的课程思政效果。 

另一方面，艺术专业各个课程的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合理

渗透思政教育，将思政教育与课程教学有机结合起来。首先，要培

育学生的家国情怀。教师要妥善利用教学材料，培养学生的全球意

识和国家意识，增强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感和文化自信，教导学生

要宽厚待人、诚实友善、尽职尽责、乐于助人，要有社会责任感，

要有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息斗争的精神。其次，要培育学生

的人文素养。这在艺术专业教学中是极易进行的，因为艺术理论和

艺术作品本身就凝结了丰厚的文化气息和人文情怀，教师只需要进

一步培养学生以人为本的理念，激发学生内心的真善美，培养学生

健康的审美价值取向即可。最后，要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艺术专

业的教师应当要求学生秉持求真和尊重事实的态度来鉴赏和创作

艺术作品，要训练学生的问题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教导学生不

要囿于艺术理论的条条框框中，要鼓励学生进行艺术理论、艺术表

现和艺术批评上的创新，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探索新事物的勇气，

从而完善课程思政教育，达到理想的系统化教学效果，推动学生的

全面发展。 

（四）基于课程思政改进考核评价目标 

为了提高课程思政的教育教学实效，完善课程思政体系，高校

艺术专业的教师还应当改进考核评价目标，基于课程思政来对教学

评价机制进行优化。如此一来，学生对课程思政的学习就会更加重

视，在平时接受思政教育的过程中就会更加认真，学习时会更加具

有动力，课程思政的实际效用自然也就会随之提升。而且，通过在

课程思政的基础上来对学生展开教学评价，学生将对自己所存在的

问题形成更加清晰、客观和全面的认识，比如在创新精神上有所欠

缺，那么学生就会专注提升自己的创新精神和思维能力，其努力的

方向就会更加明确，从而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大的进步。 

基于此，高校艺术专业的教师要给学生设置一系列考核。一方

面，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结束后布置考试，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理

论水平进行全面考察，包括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不同

的角度来设置题目。题目的类型可以涵盖选择、填空、判断、简答、

材料和写作类题目。其中，选择和填空题主要考察学生对思想政治

理论基础知识点的记忆，判断和简答题主要考察学生对思想政治理

论的理解及其逻辑思维能力，材料和写作题则具有较强的综合性，

是检验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绝佳方式。另一方面，教师要将考核渗

透到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一言一行进行观察记录，并从中

分析判断出学生的道德品质、思想观念、社会责任、人文情怀和政

治意识，将其作为评分标准，以此来完善课程思政体系。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育人理念的进步，对高

校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成为教学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在互联网

环境下，网络舆论对高校学生思想价值观念的影响极为深远，高校

教师必须引导学生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行。对于艺术专业的教师而

言，为了落实课程思政理念，应当深度挖掘艺术教学中的思政元素，

引导学生创作思政主题艺术作品，加速构建系统化的思政教育体

系，基于课程思政改进考核评价目标，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家国情

怀、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水平的持续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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