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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思政教育是高校针对大学生教学的重点工作内容，

教育核心目标是帮助学生提高道德素质，促使身心全面

健康发展。美术教育作为艺术技能型教学，主要目标是

帮助学生学习美术技能，提高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开

放艺术思维。教学中坚持美术教育和思政教育同向同行

的教育理念，不仅可以有效促进大学生美术素养与综合

道德素质水平全面提高，同时还能有效完善美术教育体

系以及大学生思政教育制度，对我国高校教育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

一、美术教育和思政教育的内在关联

高校开设美术教学时，虽然教学侧重点以及层次结

构不尽相同，但是总体教学任务和目标是保持一致的。

美术教育能够有效加强大学生脑力发展，全面提高学生

综合素养，同时美术教育还能加强学生艺术水平，形式

丰富的艺术教学能够加强学生艺术鉴赏水平，提升审美

能力，提高艺术思维，进一步感受到自然、社会、人文、

艺术中存在的美，从而提高学生对于美术的兴致热爱，

提高其内在的优良道德品质 [1]。从美术专业性角度来讲，

美术教育还能够加强学生对于自然世界外在特质的感受

能力，比如物体结构、空间方位、自然颜色等，提高学

生记忆力、创造能力、感受能力、表达能力等，有效提

高学生综合素质。

美术教育和思政教育实质上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

的关系，美术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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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美术教育中能够逐渐掌握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

进而加强学生美术技能水平和审美水平，为素质教育全

面开展提供坚实的基础知识保障。美术教育质量直接影

响着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实施开展情况，美术教师在对大

学生进行美术教学过程中已经涵盖了思政教学，这种教

学方法和传统模式下的课堂教学不尽相同，但实质都是

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且实际教学成果质量相对良好 [2]。

以社会学角度分析，美术和道德思想都是人类必备的根

本核心属性，来源于人类之间进行互动与沟通交流，其

中道德思想是人类行为准则的必要保障，是人类特征内

化的成果，美术则是人们表达情感的特定手段，能够促

使人们之间的情感和思想引发共鸣，是有感而发的艺术

产物。大多数美术作品都具有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思

想，比如奉献无私、爱家爱国、礼貌文明、团结民主、

自强自立等高贵思想内涵，高效进行素质教育时有效利

用这类美术作品，能够充分发挥其视觉优势，加强学生

直观感受，从而体会到其中蕴含的潜在精神。

二、美术教育和思政教育同向同行的重要性

（一）提高学生素质修养

素质教育强调全面发展，对学生智德体美进行全方

位培养，不仅加强学生知识学习能力，同时还需要对学

生思想素质展开有效培养，确保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然而随着学生年级增长，美术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降低，

导致学生的艺术素养、艺术创作能力以及审美水平随之

降低，不利于学生积极成长 [3]。高校教学时坚持美术教

育和思想教育同向同行的教育理念，能够使学生学习专

业美术知识时提高自身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和感悟，强化

艺术修养，同时还能够切实领悟到艺术中蕴含的积极优

良的道德思想，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加强自身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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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传统教育模式，这种新式教育方法的实际教学质量

更为良好，对学生学习与生活具有积极作用。

（二）提高课堂学生参与性

高校教学开展美术教育时，学生缺勤、教学质量差

等问题相对显著，进而致使美术教师教学积极性较差，

教学质量低下。如果在美术教学中融合思政教育理念，

比如使用考勤奖罚制度、艺术作品鉴赏课等，能够有效

抓住学生的关注点，引起学生的兴趣，从而提升学生课

堂参与性，良好的课堂氛围能够有效激发教师的积极性，

进而促进教学效果提升。

（三）加强学生文化认同感

高校开展美术教育时和思政教育同向同行，能够有

效加强大学生对民族与国家的文化认同感。美术教学中

适当添加描写我国发展历史、民族文化、未来畅想等内

容，能够将立体真实的国家形象展现给学生，从而提升

我国文化实力 [4]。思政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

重要内容，思政教育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的道德修养

以及思想观念，美术教育中渗漏思政教学理念，能够有

效发挥二者融合后的积极作用，从而引导大学生积极探

索我国民族文化、了解国家历史，从而提升文化认同感，

为中华文化发展贡献力量。

三、美术教育和思政教育同向同行的应用

（一）在美术教育中寻找艺术内涵

勇敢正直、善良友爱、勤劳艰苦等都是我国优秀的

传统美德，这些高贵品质是人类不断进化过程中凝聚出

来的，在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及时人们不断追

求的优秀道德品质，同时也是建设文明社会不可缺失的

重要因素。历史发展中，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不同地

位的美术作品都能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精神美德，从而

为高校开展思政教育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5]。例如，法

国籍的美术家达维特创作的《马拉之死》以及西班牙籍

的美术家戈雅创作的《1808 年 5 月 3 日的枪杀》，两幅美

术作品充分展现了勇敢无畏的英雄主义以及坚守正义的

革命精神。我国著名绘画家徐悲鸿创作的《愚公移山》

则反映了人类固有的坚持努力的无畏精神，以及人民具

备的不懈奋斗的坚定意志。高校进行美术教育时，可以

将这些优秀作品展示给学生欣赏，使其领略美术作品中

的艺术美的同时，感悟其中珍贵的思想内涵，以此对学

生进行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提升道德修养。同时，美

术教育还需要引导学生认知心灵美和外在美，帮助学生

辨别道德本质。审美教育不仅是鉴赏表面的外在美，同

时也是审核内在的思想美，加强学生审美教育工作，从

而帮助高校大学生建立正确的审美观以及世界观，逐渐

健全完善自身道德素养。

（二）弘扬民族特征，培养爱国精神

爱国教育是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主要教学内容，其教

学成果质量直接决定了我国未来发展与民族复兴。当代

大学生对于我国优秀文化以及丰富的历史知识了解程度

相对较低，而将美术教学为教育手段，为大学生充分讲

解民族与国家故事，能够引导其了解与学习过去历史、

中华民族的相关内容，从而实现思政教育和美术教育高

校结合。我国丰富的艺术发展史能够为思政教育提供健

全的爱国教育素材，这些种类和样式丰富的美术作品能

够帮助学生积极探索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突显民族精神，

加强大学生的爱国情怀。美术教学中，教师可以选择民

族性与地域独特性较强的优秀美术作品，让学生对其学

习和鉴赏，感受其中的优良品质，从而提升民族自豪感

和国家信念感 [6]。比如，艺术家詹建俊绘制的《狼牙山

五壮士》完美诠释了革命英雄们团结抗敌、奋力抵抗、

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蒋兆和创作的《流民

图》则真实展示出我国在外敌入侵后社会动荡，人们妻

离子散、流离失所的悲惨画面。学生在对这些优秀美术

作品进行欣赏解析时，能够真实地感受到其中想要表达

的思想精神，气愤、悲怒于过去惨痛的历史，认识到国

家与个人唇亡齿寒的关系，了解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

道理，同时懂得对现代幸福的和平生活珍惜的道理，进

而激发学生建设祖国、强大民族的爱国思想。

（三）注重美术实践活动，促进育德工作

美术教育与传统科学教育不同，具有独特的性质，

自由度、开放度以及包容度相对较高，且能够开展的教

育活动种类和形式丰富多样，在实际教学中对大学生进

行思政教育，能够更为符合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在实际

行动中对学生进行教育，从情感角度出发，引导学生逐

渐开展自主教育，有效发挥美术教育的主体作用，从而

打造出积极向善的优质高校环境。高校可以在各种类的

美术相关平台发放思政教育内容，同时结合当下国际新

闻、社会时事、热点话题等，例如，当某部扫黑除恶电

视剧比较火热时，可以在校园内部举办以“打黑反腐”

为主题的美术作品展览，提高学生对贪污腐败的认知。

此外，还可以创办美术作品鉴赏活动，开展美术作品竞

技比赛，聘请优秀美术家到学校进行讲座、作品展览等

活动，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同时提高学生学习美术知

识的兴趣爱好，利用优秀的、积极向上的、健康的美术

作品对学生进行善恶理念引导，净化校园环境，传播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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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思想。这种活动打破了思政教育的传统模式，以生活

实践取代了传统说教，更具有感染性与说服性，容易受

到学生热爱和接受。

四、结束语

美术教育不只是简单的艺术专业教育，美术形式、

发展历史、教育内容等都包含了丰富的思政教育内容。

高校进行美术教育时，需要注重挖掘美术教育中的思想

政治内容，使用合理科学的手段，将思政教育有效融合

到美术教学周静，技能加强学生的美术技能水平，提高

艺术修养，还能起到立德树人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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