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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高校美术公共课程的实践与研究 

——以《中国油画史》课程为例 
刘佳 

（陕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摘要：2020年教育部印发关于《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高校美育课程作为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重要方面，以高校美

育系列美术公共课程公共课为例，结合课程内容以及专业特点在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具体课程实践方面进行探索与思考。 

 

2020 年 6 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纲要提出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

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纲要提出教育的根本问题是“立德树

人”。——“立德树人”就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高校美育课程作为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必不可

少的方面，在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方面指出公共基础课程……在

美育教学中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造创新活

力。” 并指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

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 高校公共美育课程美术

鉴赏，就结合专业特点在推进课程思政与美育课程的融合具体实践

方面进行几方面的探索。 

高校艺术类公共课程，尤其是美术专业学科开设的全校美术公

共课程，在面向整体高校美育教学，立足于在美术学科基础通识内

容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专业特点，可以将思政课程的目标与美术史

中的内容相结合。在中国油画史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革命历史

题材油画诞生了许多经典作品。《中国油画史》作为一门高校艺术类

公共课程，围绕讲解这些油画作品创作背后的历史以及画家的经历，

整合起来就是推进课程思政与美育结合的过程。 

一、课程思路与框架展示美术公共课程中课程思政的结合 

笔者开设的艺术类公共课程《中国油画史》，是以美术史讲解与

作品图像鉴赏为主要形式的课程，主要讲述从20世纪初以来油画传

入中国到20世纪末这一历史时期，随着中国的现当代美术史的发展，

中国油画家以及其代表性油画作品的相关知识以及发展的历史。本

课程的具体思路，是以时间为轴，在公共课程时间安排的限定下计

划八次课程。这八次课程以随着时间的推进挑选八个时代主题内容。

课程名称依次是《拓荒者的步履——中国油画的肇始》、《20世纪初

中国油画留学生 》、《开拓者徐悲鸿的油画艺术和艺术理想》、《董希

文的《开国大典》与油画中国风》 、《新中国油画与时代赞歌》、《苏

联影响时期的中国油画》、《伤痕美术与乡土情》、《新时期油画创作

的主题性》。这八个主题在紧扣展现中国油画创作这一舶来品在中国

与中国艺术精神的融合的历史，体现中国油画艺术家对中国传统文

化传承与发展的使命与担当。作为通识性美育系列的选修课，课程

在章节设置上以时间为线，挑选具有代表性的代表性画家作品为内

容，以深入的讲解作品的诞生以及被以后的历史，将思政思想相融

合。本课程对中国现当代具有代表性油画家的艺术理念及其相关作

品的鉴赏，从而提高油画作品的鉴赏能力，引导学生体会油画创作

的构思过程，以大量的作品以及历史图像以讲故事的形式来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对于美术作品尤其是油画作品的鉴赏能

力，引导学生对于油画的兴趣和美感的引导。向学生清晰的展示中

国现当代油画家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过程及其作品的历

史背景，增加美术史的相关历史知识，提高对于油画作品的鉴赏能

力，以达到普及美育与思政的教学目的。 

二、课程代表性内容展现美术公共课程与思政的结合 

1、徐悲鸿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油画留学生及其代表作品 

课程安排用 3 次讲解中国油画的肇始，油画留学生在海外的经

历，以及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创作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内容的油画史诗

的三部分内容。这三次内容的历史背景，是明清时期油画随着西方

传教士的文化交流被带入中国，在其后有教授西画的上海的土山湾

画馆以及广东商贸口岸以林呱为代表的西画画师出现，真正将油画

带入中国并产生大的影响的，应该是从 20 世纪初油画赴海外的留学

生回国后所带来的。这其中有赴日的李叔同、赴法的刘海粟、林风

眠等，还有后来创作《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等油画巨制的徐悲

鸿。课程围绕徐悲鸿“改良中国画到底为何？”的问题，深究徐悲

鸿的美术教育理想与油画创作理想，将徐悲鸿的留学刻苦之细节、

回国创学之艰难，知恩图报的 “江南贫侠”、“神舟少年”的形象，

还原一个鲜活的具有家国情怀的历史人物。徐悲鸿在归国后积极投

入办学教学与创作一线，徐悲鸿 “改良中国画”的 终目的，就是

中国人也能创作出与西方大师相媲美的中国传统历史题材的大型史

诗性巨作。在政治时局动荡之际创作《田横五百士》、《系我后》表

示出心系国家时局的急迫；代表中国文艺界赴星洲筹集抗日款时而

作的《放下你的鞭子》展示了一位中国艺术家的担当；以及数次易

搞以中国画形式创作人体力量之美的《愚公移山》等。徐悲鸿立足

他所处的时代，以一位继承中国传统艺术审美传统的艺术家的担当

与能量，结合自身优异的西画能力，将传统文化精神与西画写实能

力相结合，打造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河，为中国大型历史题材

油画创作指明了方向。徐悲鸿的整个艺术人生，就是毕生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的代表。 

2、董希文《开国大典》和油画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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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 40 年代看到常书鸿在重庆图书馆举办的敦煌临摹的作

品展之后，就携家人前去敦煌工作。在敦煌期间董希文创作了油画

《哈萨克牧羊女》以及带有明显西北风貌的油画《瀚海》、《戈壁驼

影》等作品。在徐悲鸿创建国立北平艺专之际，董希文加入了徐悲

鸿的教学队伍，成为国立北平艺专教员，后来参与了新中国社会主

义初期建设大型油画题材的创作，并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国家建

筑设计。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在 50 年代初完成之后，受到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课程围绕《开国大典》的艺术表现，

展示董希文是如何应用中国绘画的传统美学观念和精湛的油画技艺

来创作这幅代表新中国形象的油画经典。从色彩的运用上，董希文

借鉴敦煌壁画的艺术风貌，一反传统西画条件色的常规突出了色彩

的固有色。大红的柱子与灯笼，晴朗的蓝天白云，白色大理石柱廊

与黄色的菊花。高饱和度的固有色在空间上井然有序，宽屏的舒展

兼具油画的亚光质感。壁画公共空间的全方位的观看需要用哑光的

质感代达了中国含蓄的美学特质。羊毛刷平涂式的单纯表现，使得

每一笔的层次都纯粹、干净而有力。在细节塑造方面，灵活运用中

国花鸟画的画法对菊花有层次的塑造，力图“笔笔到位”。在视觉的

传达上，董希文灵活运用锯末、砂石加入油画颜料中，使得地毯产

生厚重棉绒的视觉效果。可以说《开国大典》是董希文油画中国风

的成功实践。结合董希文理论总结的文章围绕中国油画的核心问题，

色彩问题，国画专业学习素描的问题，以及油画中国风中系统阐述

“中国风”绘画的具体表现，是对中国油画的发展方向展开了具体

而前瞻的论述。 

3、靳之林的《罗盛教》到《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 

在《新中国油画与时代赞歌》课程中，以讲解靳之林先生油画

《罗盛教》以及油画《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的创作过程为例。

靳之林先生作为徐悲鸿的学生，以及董希文先生的助教，建国后接

到军博的任务要创作一幅抗美援朝中牺牲的解放军罗盛教的油画。

为了创作这幅油画，靳之林先生前往罗盛教家中了解牺牲事件经过，

原来罗盛教自幼在江边长大，十分熟悉水性，如何牺牲的细节不得

而知。为了求真，他奔赴朝鲜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扎营地的郐苍郡，

前往被罗盛教救起的朝鲜女孩崔莹的家中访问，让崔莹的街坊老乡

们带领他去罗盛教牺牲的那个水洞实地了解情况，通过翻译深入访

问罗盛教牺牲的过程。原来，崔莹在冰天雪地中失足破冰落水，罗

盛教听到女孩呼救后立即脱衣跳入冰窟窿将女孩举上冰面。熟悉水

性的罗盛教本有机会趴冰而出，但是因为自重过大不断压蹋冰面，

就自愿放弃自救，等待老乡们拿木棍将女孩拉上岸后，再打算趴冰

而出。但是由于天气极端寒冷，错过 佳自救时间， 后牺牲。靳

之林在崔莹所居住的村中了解情况期间，靳之林先生受到了朝鲜当

地百姓的极其热情的接待，感受到中朝人民珍贵而真切的友谊。回

国后创作了油画《罗盛教》。靳之林在创作《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

前往陕北多地写生采风，真切的表达了“毛主席和人民群众在一起”

的创作主题。为此创作而采风的纸本油画《陕北老农》，以精湛的色

彩表现力表达出阳光下土地的质感与温度。 

三、在教学方法上体现课程与思政的结合 

由于美术学科的特点，在高校艺术类公共课程主要以多媒体课

件图像展示的方法配合讲解来实现教学目的。在课程的实施方法中，

不仅有理论知识的课堂讲解，还安排随堂作业以及考核内容中有临

摹课件中讲解的作品图像，以及在考核中完成一幅自拟主题的创作

草图的要求。在要求中提出材料不限，即用 朴素的绘画形式在作

业以及卷面上体现课堂重点介绍的作品。这样的绘画作业要求，引

起大多数非美术专业同学对绘画的实际操作的实践兴趣，使得美术

史课程与美术实践取得一定联系，在实际课堂实践进行过程中，发

现很多非专业的同学以自己的理解将本门课程的讲解内容完整并有

趣的反馈，在绘画能力的培养方面补充了公共选修理论课的局限，

取得一定的教学效果。 

本门课程的内容向学生展示大量的课程图像内容。在课程框架

的编排上，以中国油画百年发展的历史，挑选代表性的画家来在“课

程教学中教育引导学生立足当代、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树立正确

的艺术观和创作观”。作为艺术学科的美术专业实践课程与创作课

程，是有其很强的专业性。但是作为艺术家具体的艺术追求以及创

作过程，通过作品图像以及文本叙述可以清晰展现。中国油画史在

这百余年的发展进程中，通过这些民族脊梁的艺术家们的艺术生命，

用融合中国强大文化的有力的理论以及媲美西方油画的技艺，在创

作的过程、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教育引导我们如何认真继承学习我们

优秀的传统文化，立足当代、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树立正确的艺

术观和创作观。他们用毕生的艺术经历都在积极弘扬中华民族的文

化美学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课程内容的贯穿中融合的价值观的塑造，从中国代表性油画

家的亲身经历与艺术人生，引导学生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倡导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

是课程思政在高校美术公共课程的积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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