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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的实践研究 
——以《素描静物》课为例 

赵玥 

（新疆阿克苏教育学院  新疆阿克苏  843000) 

摘要：在高校中设立美术课程可有效提升学生的审美意识、人文素养和鉴赏能力。而教育院校作为培养国家优秀教师的主阵地，

在美术教学中适时融入思政元素，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化认同感和弘扬民族精神，有效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而作为一名美术教

师，应当肩负起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为国家培养一批有热情、有文化、有深度的热血青年贡献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

基于此，本文将以《素描静物》课为例，主要探讨在美术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的意义，分析目前美术教育的现状，并对其提出了切

实可行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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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

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

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美院历来重视以文艺创作的担

当精神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在近几年取得了相应的研

究成果，比如在 2020 年 5 月立项《幼儿园区域角环境创设的色彩

搭配》课题，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前提下，也掌握思政的内容。

学院作为美术创作的国家队，承担了“时代领跑者”为共和国劳模

塑像、“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美术作品创作展”、“中华史诗美

术大展”、“百年追梦”浙江美术创作精品工程等国家级、省级重大

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连续三年举办以“人民之心、中国之魂”为主

题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报告会、主题展览

和研讨会。先后组织“百名师生画百名将士”为一百名守岛官兵造

像、“绘兵纪”—为两千名浙江抗战老兵造像等活动。 

一、美术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的重要意义 

课程中的“思政”是一种育人理念，其本质是“立德树人”，

如果说美术教育是“育才”，那么思政教育便是“育人”。在美术教

学中融入思政就是将“育人元素”，比如爱国主义、价值理念和人

生追求等融入到该课堂中，潜移默化的对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信

念、人生选择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使美术教育和思政教育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

的接班人，它的存在方式和实现路径是融入而不是“灌输”。课程

思政是融入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手段、教学能力于一

体的现代教育理念。比如有位老师上课时和学生讲述自己为何选择

美术专业，学习中遇到了哪些困难，这些困难又是怎么克服的，一

路走来取得了哪些成就等。她的课不仅有过硬的美术功底，还有历

史、思想和故事，职业背后有家国情怀、人生追求，在不经意间向

学生传递着理想信念、责任担当，从而引发学生思考。这就是所谓

的课程“思政”。教师要对学生人生成长予以积极引导，要有“教

书育人”的教育思想，不断融入爱国、理想、正义、道德等正能量

的元素，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以此

创作出更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正如 2021 年，一场名为“百年华

诞 央美贡献”的美院学院师生创作成果展正在展出。据悉，该场

成果展集中展示了近三年来学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时

完成的系列艺术设计和系列艺术创作任务，涵盖建党百年标识、庆

祝建党百年大会会场设计等多项成果。与“百年华诞央美贡献”同

期展出的，还有学生优秀思政课作业作品展。这些作品展是近年来

研究生及本科生思政课教学成果。学生们将自身所学专业的特点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门课进行结合，制作了形式丰富、与理

论知识密切结合的作业作品。 

二、美术教育的现状 

（一）对“思政”理解有所偏差 

一提到“思政”，部分教师认为这是思政教师和辅导员的范畴，

似乎和专业教师关系不大。有些美术教师把思政课等同于政治课和

马列课，把课程中的“思政”狭义化为“政治”。这是认识方面的

偏差，往往导致课程思政的效果不太理想。部分教师仅在美术课中

加上一两段领袖的话，有的把美术课讲完之后，留出几分钟讲一下

“思政”，刻意“塞进”思政元素，硬性“灌输”思政内容。无法

实现美术和思想的融合。反映了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片面理解，

也反映了其教学理念的缺失和教学能力的不足。其实课程“思政”

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它是教师个人魅力、教学理念、教学设计、

教学能力的综合体现。是在知识的链接、思想的碰撞、心灵的交流

中传递出来的情感、意志和能量，是在知识的熏陶、文化的浸润、

思想的升华中塑造学生的“三观”，引领着学生的价值取向。 

（二）美术课程与思政元素的脱离 

部分教师在美术教育教学当中，只是一味地教授专业知识，提

高学生创作技能，却往往忽视了传递思政元素。这是不利于学生全

面发展的，国家极力倡导要发展综合素质人才，而教育学院是培育

师资力量的重要阵地，更应以国家教育方针为导向，以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为核心，以美术课堂为依托，有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

美术课堂中，循序渐进的融入思政元素，让学生在获得专业知识的

同时又提升了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正确的价值观。只有培养学生持有

良好的品德、坚强的意志才会走得更为长远。 

三、美术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的优化策略 

（一）深掘绘画名作中的历史背景，培养学生坚毅的意志品质 

在美术教育教学中，可以我国著名画家的代表作为主题来展开

课堂教学，以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精神。虽然素描静物的对象十分

稳定，观察也比较方面，但是要完成一个作品，需要长时间的坚持，

对学生的定力和耐性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因此，教师要在讲解专业

知识的过程中，循序渐进的渗透我国传统文化当中所蕴含的“思政”

元素，不断增强学生的意志，如此才能提高学生素描静物的创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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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例如以我国油画学会主席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为例，在

我国博物馆的中央大厅，至今依然珍藏着这幅气象沉雄的红色经

典。狼牙山五壮士宁死不屈、视死如归对抗敌人的场景，它激发着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增强着我们民族的自豪感。五个战士像

一座山一样，更像是一个英雄纪念碑。它是我国革命博物馆在建设

初期，因对艺术品陈列的需求，詹建俊老师为此查阅大量资料进行

研究，并在满城县当地狼牙山下面村庄采访一位排长和壮士葛振

林。还针对狼牙山当地的状况进行了观摩，因此在作者脑海里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对每个人物的性格、年龄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之后，

造就了这幅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该作品是以我国的抗战背景为依

据，以作者持之以恒的精神为根本，以爱国主义情感为动力，以扎

实的美术功底为基础所造就出来的。它之所以赢得人们的喜爱和珍

藏，是由于他背后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强大的民族精神。以红色经

典故事作为课堂导入环节，以激发学生强烈的爱国情感，培养学生

坚强不屈的精神。 

（二）剖析伟人作品的“思政”元素，培养学生高尚的人格 

我国著名画家的作品中深藏着很多引人深思的为人哲理，教师

可适时融入思政元素，不但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还可让教学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由于素描静物需要对画面构成有一个训练的过程，

在素描静物练习中，需要对画面中的物体、关系进行推敲、研究、

分析，这对以后的色彩训练和创作都有很好的影响。所以教师要逐

渐引导学生对素描静物的对象予以仔细探究，假如只是一味地陈

述，学生难以沉浸到课堂教学中。可适宜融入思政元素，充分调动

学生的积极参与性，以提高学生学习效率。例如以我国清代书画家

郑板桥的《墨竹》为例，在郑板桥的笔下，竹子如同一个人，拥有

了独立的人格和顽强的生命力。竹子看似很瘦弱，却很挺拔的向上

生长着。有时他会在竹子旁边画上兰草。竹子和兰草象征着君子，

意在告诉我们君子和而不同。而郑板桥自己就如同这挺拔而细长的

竹子，孤傲清冷的存在着。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桀骜不驯的性格

使他一生受尽挫折，历经坎坷。尤其是在他的晚年，画了一幅竹石

图。用硬朗的笔锋勾勒湖石，石头缝隙是如此狭小，但竹子还是迫

切得想要站立起来。画面中似乎能感受到有股大风在狠狠地拍打竹

子，它细细的枝节，像是立即就会被折断一样。但又使人感觉到风

力越大，反而竹子越挺拔。在寒风中，竹子坚强、蓬勃的生命力被

体现的淋漓尽致。坚强孤傲的君子形象，也正是他的形象。良好的

品格、优秀的艺术造诣，胸有无竹胜有竹，便能够创造出令世人惊

叹的佳作。以生动的故事贯穿于课堂教学中，可有效激发学生浓厚

的学习兴趣，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的品格

和正确的人生观。正如郑板桥画家之所以有如此高的造诣，贵在于

胸有成竹。素描静物也是需要不断的对物体进行观摩，才能最终画

出更加形象的作品。 

（三）以传统文物为素材，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和创新精神 

在素描静物课程教学中，教师可提前搜查中国具有代表历史意

义的传统文物作为素描静物的素材，让传统文化得以良好的传承。

在我国远古时代，人类还是通过火来照明的，早在距今约 70 万至

20 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北京猿人已经开始将火用于生活之中，而

油灯作为替代蜡烛的清洁产品，体现了我们的物质文明进程，也反

映了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通过对煤油灯文物历史发展的讲解，提

升学生的文化素养，使学生带着美好的情感投入到教学活动当中。

由于油灯有很多部分组成，画之前可以进行对该物体进行分解。首

先制定出长与宽的比例，画一条中轴线以防止画歪；接着把所有部

分的长宽比例都予以细化，大概的形状画完之后，顺便画出影子的

颜色；接下来修正形状，由于之前用的是直线画比例，接着需要用

弧线来调整小型，注意交界的地方颜色深一些；然后进行区分明暗，

拟定从左上方打光，那么右侧就是暗面，左侧为亮面；让左右两边

的颜色形成黑白对比，用铅笔来塑造，把每一部分交界的地方画明

确；从暗面往亮面做过渡，灯上面的反光要画出来，这是灯泡的灵

魂；注意灯泡上面的颜色要画的柔和一些，再把底座的明暗和结构

画清楚；用笔画出高光，所有物体的高光都是在结构最突出的地方。

油灯是我国的传统物件，已经生锈所以不会特别的亮，可以用铅笔

稍微排点颜色，最后画几根铁丝出来即可。老师可以布置创新性的

作业，比如以中国红色经典为背景，寻找生活中的素材，创作一幅

作品，以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一名教育学院美术教师，要引导学生立足时代、

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和创作观。要坚持以美育

人、以美化人，积极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引导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增强文化自信。

将我国著名画家作品的创作背景、所包含的思政元素融入到课堂教

学之中。因为它是学生的精神食粮，是灵魂的滋养，是生命的养料。

只有肥沃的土地才可让鲜花绚烂绽放；让树木枝繁叶茂；让果实更

加丰硕。作为一名老师亦如一位耕耘者，要不断给予学生丰富的养

料，将美术课程与思政元素有效地融合，脱离枯燥乏味的课堂，使

学生建构起完整的知识体系，全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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