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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美育背景下“大运河文化”写生考察
教学模式探析
——以沧州师范学院美术系为例

◎李岩
摘要：做好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是我国走向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大运河作为“流动的文化”，应充分、深入地融

入高校美育中。“大运河文化”写生考察，是直观运河风情、感受运河文化的最佳形式。以沧州师范学院美术系建立的大

运河写生考察课程为例，探索新时代高校“大运河文化”写生考察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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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美育与大运河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美育工作，

很有必要。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

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

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

康成长。”做好新时代美育工作，要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河文化作为“大文

化概念”，不仅有物质文化，还囊括了大

量的非物质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

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

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作为文化高地的当代高校，有着传承、弘

扬、创新运河文化的责任。

大运河写生考察课程，通过让学生走

近运河，提高对于大运河文化的认知，提

升文化自信，自觉保护、传承、利用运河

文化。以大运河文化与写生考察的“天然

亲和力”，将大运河文化融入新时代高校

美育是十分必要且有效的。沧州师范学院

美术系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

立足沧州运河，把课堂搬到大运河畔，在

培养新时代艺术工作者的同时，为当地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注入活力。

二、沧州师范学院美术系大运河写生考察

课程思政融入情况

（一）党建引领推思政

美术系要求将思政目标自然、充分地

融入每一门课程中，以外出写生成立临时

党支部为支点，推动课程思政建设深入细

致开展。

（二）线路设置融思政

建立红色写生考察路线，沿途考察运

河流域红色景点，专业教学有机融合思政

教育。

（三）课业评价验思政

加强课程思政评价导向，将过程性评

价与终结性评价一体化，制定相应的评价

项目及相关指标。

三、大运河写生考察教学探索

沧州是运河流经里程数最长的地区，

物足文丰。美术系深挖当地运河文化，以

写生考察课程为抓手，通过感受运河风貌，

掌握祖先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理念，掌

握记录创作素材的能力。通过考察大运河

流域传统文化，掌握代表性文化遗存、民

间美术、非遗项目的基础知识；通过考察

大运河历史人文景观，了解古代劳动人民

的伟大创造；通过写生考察大运河沿途红

色文化，感受党和国家的艰难历程与辉煌

成就，引导学生爱党、爱国。

（一）三维培养目标体系

在知识方面，要求学生了解沧州大运

河文化带历史沿革与基础知识与当下的建

设规划，理解具有代表性的民间美术与运

河文脉间的伴生关系，掌握沧州大运河代

表性文化遗存、民间艺术、非遗项目等。

在能力方面，要求学生能够以调研、

测绘的方法，搜集资料和创作素材。能

够综合分析典型艺术作品。能够评价沧

州运河流域文化遗存和民间美术、非遗

项目审美内涵，培养学生为大运河建设

服务的能力。

在思想方面，要求学生深刻理解习近

平总书记对大运河的重要指示精神，培养

学生的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怀。

（二）课程建设思路

美术系以“立德树人、培根铸魂”为

导向，以“打造特色品牌、建设一流课程”

为目标，调整培养方案，专业特点更加突

出，课程思政愈发凸显；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金句融入

课程为思政重点，以打造“有高度、有深

度、有力度、有温度的思政大课堂”为目

标；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系

列重要讲话金句”作为课程思政主要内容

供给。形成了以 OBE 理念为指导，以“学

生成长”为中心，“思政融入 + 考察调研

+ 沉浸体验 + 形成报告 + 成果展示 + 师

生反思”的课程模式。归纳出“考察山川

风物、接受红色教育、寻访人文古迹、探

微民间美术、体验非遗项目、创作相关作

品”的课程体系。目前已建设多个课程品

牌，其中“行走运河”即是以“大运河文化”

写生考察教学为依托打造的品牌课程。

（三）课程资源及课程内容

美 术 系 主 要 从 四 个 方 面 挖 掘 课 程

资源：

1. 重视实地写生与资料收集：大运河

沿岸风物写生，如铁狮子古迹、河间府衙、

清真北大寺等地的写生、测量，对沿岸石

刻拓印收集，拍摄文化遗存图片和视频。

2. 重视红色记忆寻访与重建：通过对

红色考察点，如献县马本斋纪念馆、中央

华北局城工部旧址等地的调研、测绘或方

案改造等方法，将专业与思政结合。

3. 重视体验民间美术非遗项目：通过

参观工作室，亲身实践传统，提升学文化

认可度、熟悉度、可操作度。

4. 重视文创产品设计制作：以地方文

化为基点，进行文化提取与创新再造，制

作相关的文创产品。

课 程 内 容 则 从 以 下 五 个 方 面 集 中

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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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解大运河写生考察的目的意义：

在学习专业知识、技法的同时，将课程思

政融入习近平总书记大运河重要论述，让

学生明了考察大运河沿途自然风景与人文

景观、革命遗迹、历史展馆的内在意义。

2. 讲授大运河历史文化风物：参观博

物馆、规划馆、展览馆（大运河文化展），

体验、学习谢家坝等水工遗产和治水知识。

3. 讲解大运河风景写生技法：写生大

运河风光，锻炼学生观察自然、归纳自然、

表达自然的能力。

4. 讲授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让同

学们了解沧州大运河文化建设、发展规划，

并用考察成果来服务大运河建设或文创产

品的开发制作。

5. 讲授实地考察调研记录方法：训练

用文字、速写、测绘、影像等形成资料的

能力。

四、课程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发展计划

在教学的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1. 课程资源再丰富问题：要更加深入

挖掘、整理大运河文化根脉。

2. 与社会协同育人问题：与社会对接

和同步育人方面还有待深入。

3. 实践课评价机制问题：继续建立、

健全课业评价、校内评价、社会评价，三

位一体的评价机制。

4. 教学成果转化问题：回应沧州地区

文旅产业需要。

针对以上问题，美术系做出如下几个

计划措施进行完善：

（1）丰富课程资源，深挖沧州大运

河文化内涵：充分发挥沧州先天优势，深

入挖掘大运河沧州段的文化内涵、艺术门

脉，做好沿线艺术考察项目的文脉梳理与

文化凝练工作，不断丰富课程资源。同时，

逐渐形成“一线多珠”式的实践基地建设

方案。

（2）改进课程评价，构建线上线下

同步的评价体系：利用展馆进行课程作业

展评，利用美术系优势的公众号开展网上

教学成果展示，并推送给全体学生、社会

专家、外校同行、用人单位，家长征求各

方意见，共同推动改进教学。

（3）拓展实践空间，将考察路线延

展为大运河全线：在深耕沧州段大运河写

生考察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课程辐

射面，逐步向考察大运河全线进发。

五、课程特色及教学创新点

美术系主要形成 3 项课程特色：

1. 巧融思政，以河育人：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大运河的重要论述作为课程

骨架。

2. 成果导向，化古为今：大运河始于

春秋而福荫当代，培养学生古为今用能力

为目的，引导学生把考察成果运用到大运

河建设中。

3. 地域特色，打造品牌：253 公里沧

州大运河段拥有百余处文化遗存，几十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这些文化积淀融入课

程教学，形成课程品牌。

在根植沧州，立足院系特色的教学中，

形成了 4 项创新：

1. 党建引领：发挥美术系党支部“国

家级样板建设支部”优势，成立写生考察

基地临时党组织，邀请写生考察地点当地

书记参与实践，注入红色基因。

2. 项目导入：把考察实践教学、研究

成果与大运河建设项目紧密相连，与当地

大运河集团、大运河文化产业园等实体项

目公司合作。

3. 强化感知：增设沉浸式体验。在运

河沿途，师生除感受运河魅力外，还能够

亲身体验如錾铜、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工艺，强化实地感知与实践能力。

4. 成果展评：进行线上线下同步展评，

发挥美术系洪昌美术馆优势，举办成果展

和研讨会，聘请校内外专家参与评价促进

教学反思。

大运河文化融入新时代高校美育，对

于培养有着充分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文

化知识的合格美育工作者有重要意义。写

生考察作为最能够感受大运河身姿、描绘

大运河景观、学习大运河文化、助推大运

河发展的教学形式，以沧州师范学院美术

系现行“大运河文化”写生考察教学模式

为例，探索该模式建设路径与完善方法，

对于推行“大运河文化”写生考察课程在

全国高校美育中施行，有一定帮助。还可

将此模式改造为对标其他中国传统优秀

文化的教学模式，在助推新时代美育工作

的同时，也极大地传承、弘扬、创新了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在教育、文化方面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效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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