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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高校中国画“课程思政”的教学探索与实践研究（一） 
唐子菡 

（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摘要：我国新时代高等学校对课程思政建设的要求，是将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结合，中国画是高等院校美术专业课程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蕴藏着丰富的课程思政元素，结合海南省高校中国画教学现状，本文首先概述课程思政的含义，再分析课

程思政与海南中国画课程结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发现现有教学模式中的不足点，展开对海南高校中国画“课程思政”的教学探索。 

关键词：中国画课程课程思政教学探索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Painting "Curriculum Thinking" in Hainan Universities (I) 

Abstract: China's new era of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curriculum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is the combina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hinese paint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rt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contains a wealth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element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teaching in hainan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meaning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then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Hainan Chinese painting course, finds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existing teaching mode, and expands the "curriculum thinking" of Chinese painting in 

Hainan universities. Pedagogical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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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提到，“艺

术学类专业课程要在课程教学中教育引导学生立足时代、扎根人

民、深入生活，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和创作观......全面提高学生的审

美和人文素养，增强文化自信”。育人与育才的统一是高等院校人

才培养的过程，近年来“大思政”的理念正好与之相符合，随着从

“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变，海南高校美术中国画课程建

设积极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挖掘海南文化中的思政元素，探索中国

画的精神内涵，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落实高校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 

一、海南高校中国画“课程思政”概述 

中国画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作为一门独立的画科，其具有独特的魅力。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中提到中国传统文化，要提升本民族的文

化自信，凝聚中国人民自己的“精气神”。中国画是高等院校中美

术课程的核心，专业知识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齐头并进，引导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传承与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和民族自豪感，树立正确的三观。 

海南这座魅力小岛，讲述着解放海南岛、白沙起义等红色革命

故事，将海南本土文化融入高校中国画课程教学之中，进行红色文

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等课程资源的开发，是强化学生思想政治

建设的重要途径，形成课堂中、校园内和校园外的教育模式。海南

高校中国画课程思政建设，肩负着美术学专业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

和思政教育，更是海南历史文化的载体，具备传播海南文化的能

力，并积极鼓励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海南自由

贸易港的东风下，综合型人才的培养是海南省高校教育的重要任

务，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下，“课程思政”成为新的教育

改革思路，各学科将自身的学科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借用

宋庆龄的一句话，育人工作的核心是“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

一切、为了一切孩子”，将学生作为教育的中心，学习知识并不是

学习的全部任务，海南省高校中国画课程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的

目标去实现。 

二、海南高校中国画“课程思政”教学现状 

中国画知识体系庞大，无论是花鸟、山水、人物，还是写意、

工笔，审美意蕴和精神内涵都藏在画作、画论、画史中，将其与思

想政治教育融合，在海南的高校中进行中国画课程思政尝试，这是

一个教学探索的过程，所以现阶段反映出一部分问题： 

（一）师生对中国画“课程思政”的认知不深 

首先，师生对课程思政的认知不够深入，部分教师认为思政内

容不在中国画的教学范围之内，忽略对学生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

中国画的传承方式主要以师承接受为主，技法是学习的重要内容，

受中国画历史传承与发展的惯性影响，大多数教师在教学中仍然没

有转变自己的思想，认为技法是中国画学习的根本，将“画的好”

作为学生完成课程的标准，忽略了中国画育人的价值，这样导致学

生既没有理解以往画作背后的时代，也脱离了当下的时代，海南如

今正处于发展时期，传统文化是精神根基，高校教师树立正确的思

想政治观念，是将传统文化与课程思政融合的前提。 

其次，教师过度理解“课程思政”，将中国画课程变成思政课

程，其本质是对课程思政理解不全面。美术学的学生思维比较灵

活，信息处理能力强，中国画的内容涉及范围广，包括美术专业基

础理论以及历史背景,艺术家的个人生平以及作品故事，更重要的是

画作背后的精神内涵。所以，海南省的中国画课程思政应该是由专

业技法到画者的情感，再到精神内涵，层层递进。在教学过程中，

存在硬性灌输的现象，学生会出现对思政知识消化不良，教师应创

造好的思政环境，带领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思想政治教育。总而

言之，海南高校的教师应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深入理解“课

程思政”的本质，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而完成教学任务，这才是思

政教育中的“传道授业解惑也”，也是海南中国画课程思政的第一

步即至关重要的一步。 

（二）海南地方课程资源利用不充分 

教师在进行海南中国画地方课程资源开发时，并未深入挖掘其

中的思政元素与精神内涵，还停留在浅显的表面。例如，教师以琼

崖革命为中国画课程思政教学的学习主题，创作时以五指山革命根

据地为创作素材，知道五指山为“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圣地，但

不理解这背后所象征的战役，所以也无法将“五指山”“琼崖革

命”这样的知识点上升到民族精神与革命精神，挖掘的力度不够，

导致课程思政的教学并没有落到实处。 

高校中国画课程思政与海南文化融合过于生硬，只是将知识进

行简单的拼接。海南历史文化丰富，多个少数民族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可挖掘的思政元素较多，但众多的文化让教师眼花缭乱，在不

了解深层次的精神内涵时，只能将思政与中国画进行简单的拼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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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成教学目标。长久以来，教师对课程思政失去教学动力，学生

对知识的学习也失去兴趣。例如，普遍的中国画课程思政教学模

式，就是在中国画专业技法知识的讲解后，硬性的升华其中的思想

和进行思政教学，但两者之间的联系并未找到，知识与知识之间呈

违和状态。 

中国画思政教学停留在课堂中，没有走入真实的海南历史、文

化、生活中。以海南历史文化为题材的经典中国画作品并不少，本

地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精神都能在其中体现，例如邓子芳的《滨海新

城》、《黎山秀色》等作品，呈现出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民族情怀；

刘培军的《解放海南岛》，描绘了此战役时宏大的场面；黄文琦的

《女儿红》，记录在革命浪潮中的人物形象。大多数教师在讲解海

南经典案例时，往往一带而过，或仅仅是在课堂中进行教学，使学

生的学习环境依然停留在一个狭小的空间，没有将海南的自然资

源、人文资源充分利用。中国画是一个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绘画体

系，在此基础上建设课程思政，学生的真实体验是教学重点。 

三、海南高校中国画“课程思政”教学探索 

现有的高校美术课程思政体系并不完善，但其成为了一条新的

思政教育改革思路，明确的表示各学科要将思政教育融入其中，让

思想政治教育逐渐日常化。 

（一）海南人文资源与中国画课程内容的合理融合 

第一，要进行知识内容的融合，就要把海南人文资源进行深度

的挖掘，构建海南历史文化发展的框架，为之后的教学奠定理论基

础。在开发海南本地资源时，还应注意不能出现知识点的错误，准

备教学素材环节要保持谨慎的态度，例如在介绍海南的革命英雄，

名字、形象、人物故事等方面要对应准确。第二，在构建的知识框

架中提炼精神内涵，这一步是思政教学的核心，增强知识的说服

力。第三，将中国画与思想政治的精神内涵相对应，在教学设计上

体现课程思政，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且灵活融合，让知识的结

合不突兀，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思想更容易被感化。 

在融合中，不仅要找到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还应注意时空的

要素，将历史、现在和未来结合，为学生构建知识框架多提供一个

可利用的线索。例如，在中国画的基础理论教学上，石鲁的《转战

陕北》是一幅用人物形象和山水背景去传递爱国情怀的画作，用绘

画记录意义深刻的历史场面，那么在选择对应的海南人文资源时，

红色娘子军就是较好的创作题材，同样是以人物形象与背景故事为

主。另一方面，还可以与如今的抗疫题材相联系，实现历史与现实

的融合，引导学生理解人物形象与先辈革命的艰辛。 

 
图一海南高校中国画课程思政课堂记录 

（二）理论与实践结合，充分利用海南地方资源 

中国画的学习是理论与实践齐头并进的，用理论指导实践，用

实践去验证理论。在中国画的思政学习过程中，鉴赏与临摹画作不

是最终目的，学生在认识美、接受美的基础上再表现美，从而得到

精神的享受，体验感是伴随学习过程的重要因素，教师应引导学生

走入真实生活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画的精神内涵可以让

学生了解世界，进行情感的传递与交流，促进学生的审美能力。在

海南实行中国画课程思政，本地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为教学提供

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挖掘海南的红色文化资源，例如“白

沙起义”“解放海南岛”“红色娘子军”“琼崖革命”“二十三

年红旗不倒”等为中国画教学主题，通过这些主题的学习，学生理

解其中的革命精神、家国情怀和大无畏精神，在潜移默化的环境中

受到熏陶。为了让学生拥有更好的体验感，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前往

海南的历史文化馆亲身感受，带着问题去馆中寻找答案，例如海南

省史志馆，其中的三个“南溟奇甸”“红旗不倒”“扬帆奋进”主

题可以供学生欣赏学习，发挥育人、交流等作用。除此之外，海南

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深入挖掘，学生在现实生活场景中可以收集图

片、故事等素材，为后期的中国画创作做准备。 

（三）中国画课程思政设计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主 

美术综合素质是美术知识、美术修养、美术鉴赏能力等的集

合，教学能否让学生提升综合素质是教学的评价标准，这也是实行

课程思政的原因之一。美术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思想道德素养的提

升，以此作为高校中国画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目标。在海南进行教

学，其形式可以为中国画艺术语言和海南红色革命文化的结合，红

色文化蕴含着无私奉献、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为民服务等核心理

想信念，是引领时代前进的主流文化，对于弘扬主旋律起着基础性

和决定性的作用 1。 

在中国画课程思政的教学中，教学目标也应该以培养学生的综

合素质为主，学习任务和考核方式也应随之具有综合的性质。例

如，以中国画的艺术形式去表现，绘本的方式为载体，海南的红色

文化为内容，将其结合作为学习任务。首先，绘本创作的过程本就

是综合的考验，学生要学习中国画理论和技法作为铺垫，再到实地

中进行采风，收集素材。其次，将素材转化为美术语言，用中国画

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倾注了精力与感情的作品，最后在展示阶

段，学生可以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起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结语 

海南省高校中国画课程和课程思政相结合，无论是历史、文化

内涵、思想感情，都能从中挖掘出时代精神、人文精神、民族精神。

在教学模式中，从内容的合理融合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海南本

地资源充分利用，以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为根本，探索中国画课程

思政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提升自身的文化自

信，提高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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