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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中学美术教育教学中的路径

◎刘玉恒
摘要：美术中包含着思政素材，传统中学美术教学却很少对其开发和挖掘，集中针对的是美术专业知识技能培养。新

时代教育任务是立德树人，应将这个贯彻到各门课程教学中，培育出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基于此，中学美术

教学既要完成学科教育目标，又要融入思政教育，促使学生在提高美术素养同时，形成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进而获得全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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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育可以说是青少年教育的关键

一环，美术教育教学又是中学教育的主要

构成分支，而思想政治教育又始终穿插于

整个学校教育中。文章从中学美术教育为

切入点，目标性地提出了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的路径，为中学美术教育教学的进步指

明了发展方向。

一、从中学教育主体——教师出发

首先，教师应该有把思想政治教育融

入美术教育教学中的观念。老师要主动响

应国家政策的引导，自发实施国家政策要

求，从内心上塑造与国家政策相同的意识

观念。其次，老师要使自己的专业艺术素

养与思想政治素养逐步增强。在美术专业

教育授课中，不光要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而且多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而提升自己的

思想政治素养。因为只有老师在思想政治

素养上有所升华，才能培育出切实为社会

主义建设的新人。最后，老师要面对不同

的学生展开差异性教育。中学阶段是一个

人成长的重要时期，每个人可能存有不一

样的心理、身体情况，拥有的思想政治水

平也不一样。老师要善于发掘每个人的不

同点，对每一名学生展开个性化教学，展

开区别化教学期待，只有如此，才能使每

一名学生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上升。

二、从中学教育方法出发

在正确地认识教育教学，增加教育授

课内容资源之后，还要创新中学美术教育

中的授课方式。首先，还要类比其他学科

的手段，比如经常在体育课中组织一些比

赛，同时我们也可在美术教育授课中多组

织一些美术比赛，通过比赛，我们不但可

使学生养成最基础的美术素养，更可在比

赛中培养学生的竞争、公平、创新观念以

及主动向上的精神等等。其次，我们还可

发挥出榜样示范的作用，既可使用以前提

及的美术家，也可借助同辈示范的作用，

最大化发挥出榜样的引领作用，让学生自

然而然就获得启迪，增强自己的思想道德

素养。最终，我们还可最大化发挥新时期

媒体的特殊作用，将一些仅在课本上看到

的作品移到大屏幕上，将原先静止的作品

变为丰富多样的动态化作品，甚至加入一

些声音等等，使学生犹如身在其中。

三、组织美术实践活动

初中美术教学过程中，思政教育不能

局限在分析和讨论层面上，而是要通过实

践，让学生有更深理解和感悟，这是极为

关键的。以国庆节为例，可让学生用美术

作品说出自己对祖国的美好祝愿，或者是

用美术创作表达爱国之情。又比如可针对

爱护校园环境，让学生运用所学美术技巧

进行创作。学生在创作前会认真观察和思

考，在作品中呈现出一个个用实际行动爱

护环境的行为，在作品中体现美，还能被

这些行为所感染，自身也会趋同，这样就

能通过美术实践活动达到培养良好品行作

用。美术课要向外拓展，介绍中国美术成

就，比如雕塑、山水画、手工艺品等，使

学生明确我国美术在促进世界美术发展方

面作出突出贡献。在此基础上，激发其对

传统美术喜爱之情，促进民族艺术的传承，

培养其民族情怀。定期举办美术创作大赛，

设定主题，比如以雷锋月互帮互爱为创作

主题，让学生去观察生活，用心去感受，

创作出符合主题的美术作品，并在这个过

程中提高审美情趣，使其对美充满向往，

帮助学生形成高尚的品质和良好的情操。

四、从中学教育内容出发

我们要深挖中学美术教育教学内容中

可以使用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如古代美

术教育中要开发人们的道德观念。在古代，

美术教育的主要手段是升华自己，陶冶情

操，比如王冕的《墨梅图》、郑板桥的《墨

竹图》等等。其次，我们可从著名美术家

自身所拥有的正确价值观入手，对其创作

艺术作品时的艰苦奋斗精神、持之以恒

精神等展开剖析，使中学生领会这些优秀

的精神。最终我们可以从美术教育作品自

身入手，使中学生领会作品本身所涵盖的

时代意义，通过对国画的学习可以增强中

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通过赏

析红色革命作品可以提高中学生的爱国精

神、民族气节等等。

五、结语

中学展开美术教育授课是中学课程体

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思想政治教

育也穿插整体教育系统中，这是一项漫长

且困难度相当高的工作，我们融入思想政

治教育是不可或缺的，重点要发现融合点，

逐步放宽融入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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