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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把经典艺术融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几点思考 
翟强强  王凯平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714000） 

摘要：本文基于思政课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这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分析如何上好思政课这一课题，文章分别从思政

课的发展的背景、思政课的关键作用出发，从政治立场是思政课的“方向舵”、经典艺术是思政课的“加热器”、思政理论+经典

故事相互穿插是思政课的“助燃剂”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思政教师上好思政课的感悟和经验，以期助力思政课改革和课堂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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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3 月 18 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办好思

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1]着眼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度重

视思政课在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的关键作用，高度评价思政课教师

队伍在铸魂育人、立德树人方面的重大作用，深情嘱托广大思政课

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同时对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提出了“六个要”的明确要求。思

政课的地位要排在第一位，效果要扎到最深处，作为一名思政教师，

通过日复一日授课经验，越发感觉上思政课的难度越大，越发感觉

思政课的要求与日俱增，越发感觉要上好一堂思政课，关键在思政

教师，思政教师的政治立场、个人风格、理论透析能力、思想引领

水平，讲故事聊人生的能力水平对上好一堂课都有着这样那样的作

用，这些因素综合发酵、优势并用，才能终将汇成一堂好的思政课。

在此，我提出自己的三点教学感受与大家分享，不妥之处多多指导。 

二、政治立场当头是思政教师上好思政课的“方向舵” 

上好思政课，政治立场很关键。我认为政治性是思政课的灵魂，

讲政治、谈政治、守政治如今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位中国人的政治生

活，不可缺少。 

（1）思政教师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一个不相信马列主义的

思政教师是讲不出真理的，一个没有掌握科学理论的思政教师是讲

不清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要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要让真正懂马列

的人讲马列，正确的政治立场是一个思政教师的政治原则和基本要

求，正确的政治立场意味着正确的三观和科学的方法论，因为教师

教书育人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核心问题，那就是“为谁培养人？怎样

培养人？培养什么人？”，那么一个思政教师只有站在我们中国的

政治立场之上才能真正理解为谁培养人这个问题，一个思政教师只

有站在党员的高度才能理解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一个有思想

内涵的老师才能明白怎样培养人这个问题。所以对于思政教师，第

一个就是政治当头，方向才能对，才能知到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

么地方去； 

（2）青年学生要有严格的纪律要求。我认为对于学生来说，

也要讲求政治性，这里的政治性对于学生来说，就是纪律性，中国

共产党人是讲纪律的，各政府机关是讲纪律的，各人民团体是讲纪

律的，我想学生也是要讲纪律的，课堂纪律很重要，我认为对于那

些一上课就睡觉的同学、对于那些始终沉迷玩手机的同学、对于上

课不听劝阻聊天不止的同学、对于从不参与、从不做笔记、从不讨

论的同学，我们思政课教师是有义务有责任去提醒他，甚至有权利

去批评惩罚他，督促进行自我反思。因为只有让他明白纪律性，学

生才能够养成自觉守纪律的好习惯； 

（3）思政课要讲政治高度。上好一堂思政课要讲政治高度，

学政治、讲政治、守政治，对于今天的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意义

重大，关乎社会、关乎国家、关乎民族的方向立场，甚至前途命运，

我认为要想真正让学生学好政治课，我们不能只讲学生爱听的，只

讲学生感兴趣的，一味地的降低思政课的标准，变相讲课，把思政

课讲成相声课、讲成故事课、讲成口水课，一定的理论灌输、理论

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理论思维对于一个人、国家、民族又是不可

缺少的，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所以面对“理论学习，学生一听就

累，甚至觉得无聊”，思政教师要坚守政治性、纪律性，严厉地督

促大家学习，鼓励大家要下苦功夫埋头钻研。 

三、融入经典艺术是思政教师上好思政课的“加热器” 

总书记在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其中在“思维要新”段

落里提到要“创新课堂教学，给学生深刻的体验”，在“坚持统一

性和多样性相统一”段落里提到“教材给出的是教学的基本结论和

简要论述，要让不同类型的学生都要爱听、爱学、听懂、学会”，

后来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体系的意见》指出，全面推进所有学科课程思政建设，中间就建议

将经典的艺术作品融入思政课。经典艺术作品由于具有思想内涵、

美感体验、视觉效果，是人们重要的精神食粮，是美感体验的重要

对象，可以成为思政课教学的重要资源，将其融入思政课不仅有助

于增强教学的吸引力、针对性，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价值观，引

导学生追求更高个人趣味，提升艺术品位，感悟思想火花的韵味。

同时，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之美、高尚之

德、永恒之情、浩荡之气。同时艺术作品的直观性强，感染力强，

容易使人感受深刻。所以思政课挖掘经典艺术作品意义深远，作用

长久。 

（1）要深度挖掘思想鲜明的经典艺术作品。如《论语》《诗经》

《楚辞》《水浒传》《三国演义》《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牡丹亭》

《平凡的世界》《红高粱》等等戏剧、文学、历史、舞蹈、电影都

是前人给留下的艺术珍品，饱含思想价值、深藏文化韵味，如果我

们能够对古今中外的经典艺术作品进行深度挖掘、演绎，把其中的

价值融入思政课，让学生在欣赏文学历史的时候进行思想熏陶，让

学生在思政课上陶醉其中，让学生学完之后意味深长，这不乏是一

种好的教育方式，我们让经典发声，让经典复活，让经典传递思想，

把思政教育与经典艺术作品相互融合，实现思想教育的内涵提升，

同时又实现文化的传承，为思政课的改革和发展做进一步的探索和

积累； 

（2）要不断增强四史教育，系统融入红色革命文化。今年是

建党一百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百年大党，百年风华，百年峥嵘岁

月，铸就恢弘史诗，百年党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可歌可泣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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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篇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历

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要通过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弄清

楚中国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什么好？等基本道理”，通过红色的革命故事、激荡人心的革命人

物感染学生，从而鼓励青年大学生们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把革命老前辈的爱国爱党爱人民的这种家国情怀和不怕牺牲敢于

斗争的革命传统代代相传，真正从思想上、内心里、行动上相信中

国共产党、热爱中国人民、助力中国复兴。 

（3）要适当加入艺术表演增强思政课的活力气息。随着学生

的审美要求的提高，今天讲好一堂思政课一定要融入一些艺术手段

才能吸引学生，比如舞蹈、音乐、朗诵或者乐器的加入，不仅会使

得思政课更有活力，而且能够让课堂“活起来”，王学良在他的文

章也讲到：“经过反复实验，他总结出一堂好思政课的三要素：新

内容、注意力、抓住线”[2]恰恰艺段手法能够为课堂注入新的内容，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又能够让老师很轻松的表明本节课的主线，因

为艺术表演具有不可替代的感染力和共鸣作用，歌唱有歌唱的感召

力，舞蹈有舞蹈的活跃感，朗诵有朗诵的渲染力，相声有相声的关

注点，课堂加入艺术表演可以鼓励学生表演、老师主动表演、视频

播放欣赏、邀请专业艺术人员现场时表演等多种方式展开。将各种

艺术融入思政课在为学生传授知识理论的同时，也将满足学生的精

神需求，这种授课方式也将成为课堂讲授方法的一个新的探索方

向，同时掌握一门或多门艺术，也需要思政教师朝夕探索，日月积

累，久久为功。 

四、思政理论+经典故事相互穿插是实现思政课启迪效果的

“助燃剂” 

随着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越来越先进，理论体系越来越

成熟，思政课所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多，信息量也越来越大，我们

如何让学生有节奏、形象化地学习和掌握庞大的信息。讲中国故事

恰恰能帮我们解决这样一个难题，故事具有天生启发功能，有时候，

听一个故事能够让人豁然开朗。总书记在《习近平讲故事》这本书

中讲到：“故事具有天然的感染力，在讲话、文章常常用讲故事的

方式可以传达深意、感染他人，把深刻的思想、抽象的理论转化为

鲜活的故事、生动的例子，具有直抵人心的无形力量。”[3] 

如何讲活思政课，如何让思政课更有趣，如何让学生对思政课

吸引住学生的心思，就要考验思政教师的讲故事的水平，如何讲好

故事，尤其是达到恰如其分的讲故事，信手拈来的讲故事，感人肺

腑的讲故事，这就是在于这个思政教师授课讲故事的水平，我通过

自己的授课实践，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感悟： 

（1）一是要把故事讲的有深度，用有思想的故事彻底阐释深

奥的理论。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如何让理论

说服人，就需要借助经典故事的力量，经典故事之所以被一代代人

民群众传递，那是因为的他所包含的精神价值巨大且不过时，思政

教师要敏锐地发现在合适处、恰当处讲故事与思政课理论点进行融

合； 

（2）二是要注重故事的细枝末节，从而春风化雨，见微知著。

讲故事不是大而化之、模模糊糊的描述，而是通过细节把故事讲述

的栩栩如生，感觉真实复活了一般，用文字给学生画出一幅画面，

在讲述的过程中要加入经典的理论点、通俗的家常话、著名的名言

名句等等，从而达到感染他的作用，引起他的思考；比如在讲“正

确对待得失观”的这一生活道理的时候，可以讲述毛泽东著名的战

略“用一个延安城换取全中国”，也可以讲述现代诗人汪国真的大

学经历，然后写书著名诗篇《热爱生命》，老师可以现场朗诵，在

讲述爱国主义的时候可以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志愿军战歌》，在讲

述爱党这一主题时，可以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讲述

爱社会主义这一知识点的时，可以唱《社会主义好》，在讲述“成

就出彩人生”的时候，可以讲述西迁精神背后西迁人的故事，通过

故事、艺术与政治理论交汇融合，以此达到感染学生、启迪学生的

目的。 

五、把经典艺术融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原则 

（1）要有鉴别的筛选主流艺术作品，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 

由于现实生活中，艺术作品数量众多，大多娱乐性强，甚至一

些存在低级趣味，难免鱼龙混杂，在挖掘经典艺术作品就是要在注

重好的思想性、正的价值观的前提下，按照高的艺术性、强的观赏

性，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百

年经典历史故事、艺术、影视、人物等作品整理出来，融入思政课，

以其思想引导学生、美感陶冶学生、情怀感染学生、正气充盈学生。       

（2）要把握高职学生的特点，因人而异。 

高职青年大学生理论基础薄弱，知识储备量小，不擅长理论研

究，更多的是擅长形象思维，而且乐于参与实践活动，所以在融入

经典艺术作品的时候就要更多的去切合高职学生群体的特点，一要

把作品演绎的更加通俗，让他们一看就调动他们，吸引他们，从而

调动他们，但是且记不能低俗；二要把艺术表达的通透，直白地表

达感情，就是让他们一看就能看懂，要表达什么情感、说明什么道

理，且记不可隐晦；三是让他们参与其中，学生做小演员，老师做

大导演，共同完成每一次的艺术作品展示，让他们在实践中自我感

受，自我探索，这个过程恰恰就是思政教育的一个有益过程。 

（3）要结合所在高职院校专业特色。 

高职院校的专业更多以基础科学为主，人文哲学和技术理论研

究方面不足，所以思政教师在选取素材时就要结合专业特色，更多

选取接近专业特色的人物、作品、影视、艺术等等，这样可以让学

生产生亲切感，拉近学生和课堂的技术，比如我们学校是因铁路而

生，依铁路而长的一所铁路院校，我们在选取素材是就多选取大国

工匠、高铁发展史、铁路工人史、交通先进事迹等等相关素材，可

以很有效的减少学生的课堂乏味感，拉近学生与老师、课堂的距离，

提升课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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