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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美术类专业课程思政育人新模式探索

◎李岩
摘要：课程思政是当代高校发展与专业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教育强国的必然之策。美术类专业是高校美育的重中

之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髓为中心，结合专业教学特点，探索适宜美术类专业的课程思政育人

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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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

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

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

事业发展新局面。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

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学校教育的主要方式是课堂教学，新时代

的高校是知识、思想、文化、创新的高地，

更要注重通过思政课与课程思政的形式，

对学生的思想政治进行教育。

课程思政主要是通过在各门类专业课

程教学中有机融入思政教育，以专业教育

促进思政教育，以思政教育推动专业教育，

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全

国各大高校均已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课程

思政形式，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

结合，在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能力的

同时，达到思政育人的目的。

高校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在培

养人才这一关键环节上，要做到专业教育

与思想教育“两头抓、两头硬”。美术类

专业作为高校美育的重要一环，具有其专

业特殊性，一方面表现在该专业与课程思

政的“自然亲和力”，即通过美术作品来

表达党国情怀的方式，是最具有直观性、

感受性和共鸣性的；另一方面表现在高校

美术类专业学生思维活跃，对于新鲜事物

或外来思潮感知力强、接受度高，对于用

艺术作品来表现客观事物的主观能动性

强。结合以上两点，要利用有效的课程思

政手段，引导学生向善、向好，形成正确

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新

时代背景下，在探索高校美术类专业课程

思政育人模式的过程中，要秉承“三全育

人”理念，从专业特点入手，真正做到专

业知识技能与思想政治教育入耳、入脑、

入心。

一、探索高校美术类专业课程思政育人新

模式的意义

（一）传承优秀文化，弘扬中国之美

中国艺术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以其独特形式闪耀世界，尤其是中国

画、古典建筑、工艺美术等，是无数西方

艺术工作者的具瞻所归。要在当今世界保

持中国美术的“持续高光”，则必须培养

美术类专业高质量人才，在学好专业技法

的同时，进行思政教育，形成育人模式，

让广大美术类专业高校毕业生，能够用好

中国之法，绘好中国之画，讲好中国之事，

表达中国之美。

（二）守好育人阵地，促进内涵发展

要充分发挥高校培根铸魂，立德树人

的作用，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精髓融入课堂教学主阵地，打造“高质量、

高契合”课程思政金课，推动课程建设内

涵式发展。

（三）促进美术繁荣，培育美术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我国文艺事

业呈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而这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不无关系，培育

心怀党和国家、心怀人民的美术工作者，

则是美术类专业课程思政育人的重要意义

之一。

二、高校美术类专业课程思政育人新模式

的构建思维

（一）思路与举措

以“一点、四维、一贯穿”为育人模

式构建思路：一点——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精髓融入专

业课程为重点。四维——“教师课前诵读

原文、课堂教学讲授经典、红色圣地考察

写生、美术展馆课业展评”四个维度，打

造“思政大课堂”。一贯穿——课程思政

贯穿“课前集体备课、课中课堂教学、课

中写生教学、课后评价反思”各环节，形

成体系。

主要施行“三推进”育人模式构建

举措：

1. 着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三进。通过改进理论学习，

引导课程思政融入等措施，保证全体教师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教学。

2. 着力推进“立德树人”和“培根铸魂”

成为专业教师的自觉意识和行为。通过组

织教研室集体备课，引导老师自觉将优秀

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融入教学，实施“课程思政”全覆盖。

3. 着力推进构建有美术特色的“红色

专业育人”展示体系。做好红色育人课程

设计与硬件建设，通过策划主题美术作品

创作活动，引导老师自觉融入新时代现实

主义创作，强化“红色设计”。

（二）新模式构建的“熏、导、推”

工作法

熏：举办主题展览活动，利用阵地建

设与环境育人，熏陶带动教师积极学习课

程思政理念，确保课程思政落地。

导：利用党组织、团组织的力量，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引导教师自觉加强政治

学习，主动丰富课程思政内容供给，积极

建构课程思政体系。

推：开展专题学习活动，组织课程思

政磨课活动，将课程思政案例通过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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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助推专业团队不断完善课程思政内

容，改进教学方法，精办课业展评，深化

教学反思。

三、探索高校美术类专业课程思政育人新

模式构建方法

（一）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指

针，不断完善课程教学

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重要论述融入课程为主线，以“一

带一路倡议”和“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讲

话融入课程为两翼。选取“一带一路”沿

线画家名作，增加比较教学法，引导学生

在人类文明互鉴维度，分析中外画家艺术

观念和表现手法。引导学生研究中国人特

有的体悟自然、观照世界的法度及审美意

识的独特。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

强文化自信。

（二）以古今经典美术作品宝库为依

托，深挖思政教育资源

星光闪耀的中国美术史，积蕴多姿多

彩的佳作，经历了历史的检验，成为不朽

经典。也正是我们赖以深化课程思政的内

容宝库。选取有思想教育意义的经典红色

题材作品，作为教学范例，进行思政教育。

如：徐悲鸿《银杏树》、刘海粟《城楼》、

罗工柳《风景》、古元《宝塔山延河水》、

周令钊《长沙》、李可染《万山红遍》、

吴作人《三门峡》、吴冠中《长城》、陈

逸飞《黄河颂》、王克举《黄河》等。   

（三）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金句为线

索，设立红色写生路线

认真研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提

炼金句，设计写生路线不再局限于一般风

景名胜区，而是按金句选择红色写生路线。

如，以“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

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

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

发扬光大。”设计杨家岭和沂蒙山写生路

线，师生参观中共七大会址、延安文艺座

谈会会址，重温“双百方针二为方向”，

增强了师生革命信念，提高了思想觉悟。

以“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

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

设计“太行山、红旗渠写生路线”。师生

参观红旗渠纪念馆，感受中国人民战天斗

地的红旗渠精神，激发学生创作出思想性

艺术性强的写生佳作。

（四）以举办大型红色主题展览为特

色，扩大课程思政影响

定期举办作业汇报展，将课程思政影

响扩大到全校乃至地方，并在展览场地举

办师生教学研讨会，把展馆变为教学育人

的大课堂。策展、布展的过程由师生共同

完成，这一过程又是一次增长才干、拓展

能力、教育思想的育人过程。

四、新模式的特色与创新

本课程思政新模式的特色：

1. 以画引人。引导教师参加大型主题

创作，吸引学生以师为范，感悟导向鲜明

的主题创作内涵。

2. 以画化人。用红色经典名画做范例，

选红色景区去写生，师生描绘红色山河，

思政内容化入心怀。

3. 以画成人。通过课业展评和师生研

讨，交流学习心得，师生充满仪式感、获

得感、成就感。

创新点主要有以下 3 点：

1.“两课”导向引思政。积极开展“两

课”，在思想引导与专业构建上，大力推

动课程思政进课堂，引领学生思想。

2. 红色考察汇思政。以红色景点作为

写生考察基地建立依据，通过写生考察红

色人文风物，将思政内容融汇于教学中。

3. 研讨展评检思政。以课业展评形式

检验课程思政效果，以师生研讨、专家点

评形式强化课程建设与思政融入。

探索课程思政育人新模式，是新时代

高校的育人责任，也是高校美术学专业内

涵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校美术类专业课

程思政育人新模式，将专业课程与思政内

容密切融合，使专业教育成为“有本之木、

有源之水”，不但凸显了美术的特点，还

能够进行生动地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新模

式在给予其他专业课程思政育人模式的建

设提供一定参考的同时，还将在教学实践

中不断改进发展、探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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