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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新

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高校美育

工作要“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

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正处于对社会、

人生以及自我认知等都在形成的阶段，美育作为高校

教育活动的方式之一，通过对审美理念的学习，引导

学生正确认识和分析问题，培养学生道德修养，把美

育潜移默化融入到思政教育中去，从而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

一、美育和思政教育相互作用

1、高校美育是思政工作的重要补充

美育的作用不局限于对艺术的审美，是对历史积累

的世界文明、民族文化的积极传播，通过对美的认识，

完善良好的人格品质。以美扬善，用美的形象来激发陶

冶情感，让人在审美的过程中寓教于乐，促进大学生形

成世界观，以致于达到教育目标。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全

面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如上所述，美育对人的影响有

着同一目的性，美育对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实践开展具

有重要意义，因此在进行思政教育工作中，结合美育相

关课程授课，以美育视角和思政教育融会贯通，是思政

工作的有益补充。

2、高校思政工作是美育保障指导

高校思政工作是通过政治道德教育等理性式让学生

领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美育是引导学生通过审美认

知，感性达到教育目的。虽然高校美育具有丰富的育人

功能，但仍需要客观的理论法则。高校思政工作为大学

美育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实施路径研究
——以疫情下美术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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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疫情弥漫以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坚强领导之下，全国上下凝心聚力，取得抗疫阶段性胜利。

高校教师在这严峻时刻，面对突发疫情更是肩负使命责任，不仅在疫情时期完成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任务，

还要引导大学生在疫情时期树立正确审美及价值观，把思政教育工作和美术课程实践相结合，利用抗疫过程中鲜活

丰富的英雄事迹，结合专业特色因时制宜，美育和思政教育双管齐下，让学生在课程学习中激发正确审美意识，认

识真正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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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引，为美育保驾护航，提供强而有

力的保障指导。

二、高校思政教育中美育现状

1、美育在思政教育中认识不足

人们对美育存在一定误区，认为美育就是单纯的艺

术，美育不仅是对艺术美、社会美、自然美等的欣赏

判定，更是通过引导对美的感受，展开对人格品质等

思想理念的教育。大学生处在情感波动较大、世界观

形成期间，对思政教育的认识鸿沟较深，当前高校学

生 00 后为主体，多为疫情时期入校活动范围受限、情

绪波动较大，获取信息渠道也较为单一，多受网络媒

介影响。学生对美的认识并未形成深刻的理解。革命

历史中英雄人物事迹也距离当下时间较为久远，新时

代年轻人并未设身处地的感受。高校学生对思政教育

中表现的各类英雄的感人事迹理解不深刻，对民族团

结、无私奉献、敢于牺牲等伟大精神也缺乏情感共鸣。

思政教育的实施不能剥离情感刻板灌输，情理交融才

能使学生心服口服。

2、美育在思政教育中实施覆盖面小

苏联哲学家卡冈所说：“无论哪种教育活动形式，

如果它不包括美育成分，就不能达到巨大的效果。”当

前高校，大学生社会信仰较为缺失，美育在思政教育中

的涉及较为有限，多数专业课重视技术教育，即使艺术

生也浅显停留在对美术美、音乐美的单一认知。思政

教育很难渗透全体学生的日常，艺术类教师更应该首当

其冲，结合美育情感的输出，加入到高校的思政教育中

去，把严肃的思政教育理论转化为具有情感导向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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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引导完善学生认知。

3、美育在思政教育中实施路径较少

当代思政教育中的美育相关课程基本上停留在对美

育课本知识的讲解上，课程设计缺乏时效性、内容吸引

力不足，加上相关课程的考核往往仅来源于书本的单一

理论知识，缺少对社会时政的时效性融入，长期以往学

生逐渐降低学习兴趣，种种现状制约了美育在思政教育

中的融合发展。简单的课程设计学生是单纯的接收，虽

然思政教育利用一些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积极性，但大

部分情况还是美育的相关途径只有艺术生在专业课程中

获得，大部分专业学生缺少一个情感放松、有艺术气息

美育环境，也会影响思政教育结果，很难使学生产生思

想上的共鸣。

三、疫情时期美术课程为例美育思政实施路径探

1、多元化美术教学方案

（1）高校美术课程是一门重要的艺术类学科，重

在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也是高校美育的重要教学途

径。高校美术课程大多通过绘画技巧及美术欣赏的方

向进行授课，重在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和艺术创造力，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很少融入思政教育，但艺术起源于

生活，并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存在，疫情时期学校多为

封校网课管理，网络信息是学生沟通外界的唯一渠道，

积极正面的讯息可以助力学生健康成长，负面不良信

息也会对学生产生消极影响。课程思政教育的必要性

更加凸显，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让学生在成长期间正

确判断网络讯息，进而助力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

观。美术教学应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案，丰富教学内容，

结合疫情当下的正面素材，有效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

审美价值观。

（2）伴随社会飞速发展，互联网 + 时代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教学模式改变，疫情期间，师生沟通交流受到

一些阻碍，线上课程完全迥异与常规课，学生对数字化

教学也存在一些惰性心态。教师需要完成原有线下教学

目标存在多种制约因素，应快速摆脱原有线下教学思维，

利用网络优势平台，制定线上教学目标，加强师生互动，

规避学生脱离管理、教学随意等现象。

2、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1）美育的特点是具有情感性，在美育课程教学

中加入情景教育会引发学生深度思考。例如在新冠肺炎

常态化防控和突发事件封校等特殊情况下，通过典型人

物事迹的讲解，例如医务人员的救死扶伤，党员干部冲

锋陷阵，外卖小哥的善意举动，以及邻里之间的关心帮

助等，带领学生回顾短片或新闻，渗透思政教育以情动

人，提高学生思想认识，最终达到利用典型事迹激励大

学生爱国情感，引入美术课程绘画主题。

（2）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在线教学是新形势

下的一次教学改革契机，但经调研发现，线上课程没有

完善的管理机制，学生失去线下学习氛围后，往往会出

现降低学习积极性和纪律性。通过小组讨论、疫情关键

词接龙等游戏互动，不仅提升教师监督作用，还能够使

学生纠正懈怠，积极投身专业课程的学习。

3、美术课程线上教学案例探索

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美育过程中

引导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教学模式也是探索路径之一。

美术课程线上教学使用的是超星、钉钉等智能教学平

台，师生处于虚拟的教学环境中，教学目标落地也是

新的挑战。

（1）传统美术教学以实体课堂教师示范、学生练

习的方式进行，疫情环境下，线上美术课程不能进行

手把手的指导绘画，对学生的绘画技巧实践指导较弱。

熟练运用新型授课平台也是教师在疫情期间的重点工

作，传统美术教学会使学生进入思维定式，拆除定向思

维引导学生挖掘美的真正含义，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

头脑风暴。结合疫情中的典型事迹组织学生充分讨论，

在与学生交流同时建立灵感素材库，及时记录绘画灵

感，引导学生有意识的收集生活中被忽略的美的素材。

教师在线上教学中设置课程任务，播放相关课程的引

入视频，通过学习通等学习平台，进行课程实时互动，

通过网页端作业打回、共享优秀作品等方式，加强与

学生互动，让审美意识和思政教育落到实处，增强教

学效果。

（2）课程吸引力和学生学习兴趣是检验课程设计

的重要因素。整合教学资源，吸收各行业抗疫工作者，

进行网络交流，增加真实思政教育的典型人物，通过对

抗疫医务工作者的真实接触，让学生从虚拟的网络中，

更加生动直观的感受到抗疫情怀，激发学生创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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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期间，很多高校实施封校管理，在保障学生的安

全前提下，也会对学生情绪造成一定影响。疫情防控时

期较为枯燥的封校生活，也造成学生对疫情认知存在一

定偏差，疫情背景下，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还需要不断

提高，思想观念也还需要加强引导。美术课程发挥自身

美育情感特征，引导学生用画笔刻画抗疫人物的光辉形

象，用艺术作品为疫情助力。

（3）以线下创作线上展览的形式进行课程落地，

让学生以疫情为创作主题，个人感受为创作方向，开

设线上疫情美术作品展。引导学生从小家到国家等不

同层面的感受进行作品创作，对创作思路进行阐述。

课程作业采取图文结合形式在校园公众号发布，进行

线上美术作品展览，让美术课堂的教学情况通过微信

网络平台的传播向大家传递美育教学成果，教学理念

和传播方式的丰富了美术课堂的影响力，打破疫情期

间时间空间的教学制约，多元化互动的展示方式，也

进一步优化课程设计，在提升学生参与积极性的同时，

运用公众平台的传播建立公众情感链接，达到美育和

思政教育的扩散覆盖。

学生王子怡作品——《汝心灼灼护国安》，创作理念：

所谓英雄，不过是平凡的勇敢。当新冠肺炎如沧海横流

般向人类袭来之时，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涌现出了无数心

忧国患、胸怀人民的炎黄子孙，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苍

山大海般的重任。而在疫情肆虐之下，时问便是生命，

万千医护人员与时间拼命赛跑，才能换来我们未来对于

自由的希望。

图 1：学生王子怡作品展示

 学生蒋璐作品《逆行者·成长》逆行者：当新冠

病毒来到我的城市，很多人接二连三地被确诊，我的城

市生病了，这时医护人员来了，很多人向我们伸出了援

助之手，正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因为疫情越来越严

重，我们采取了封城的措施，我们共同携手抗击疫情。

疫情结束后，我们十分高兴。最后，向所有伟大的医护

人员致敬。

图 2：学生蒋璐作品展示

 四、结语

大学阶段是人生的关键期，需要高校工作者精心栽

培正确引导。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正确的

政治信仰、价值观念和思想品德，而美育对培养个人

的审美意识和道德情操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二者在

许多方面都有着天然的契合。注重大学生的思政积极

性，创建大学生自我展示平台，拓展思政教育方渠道，

优化思政育人方式，都是高校思政教育工作的重心。

新时代高校课程，我们应当深入探索两者结合的方式，

在突发疫情这本实践教材下，遵循两者特点，教育和

帮助学生平稳渡过疫情，努力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

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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