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32024 年第 4 卷第 04 期 教学教法研究

高校美育与课程思政间的教学探索及社会实践模式创新研究
孟庆军

（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高校作为我国教育系统中十分重要的教育场所，在培养学生掌握专业技能与知识理论的同时，还需要对学生进行良好的思想

政治教育以及德育等教育工作，以确保学生的身理与心理能够全面健康发展，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成长为社会栋梁之材。基于此，

本文首先对高校美育与课程思政教育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进行简单阐述，随后对美育与课程思政教育融合的新型教学模式进行探索分析，

并提出了基于美育与课程思政教育融合理念的高校社会实践模式的创新研究，以此加强美育与思政教育的功能性与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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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发展背景中，高等教育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高校不仅需要加强思政教育，同时

还需要重视美育教育。将美育教育与课程思政相融合，能够有效

加强思政教育与德育教育效果，通过创新融合的社会实践教学模

式，引导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真切地感受到身边存在的乐于助人、

无私奉献、勇敢拼搏等优秀思想品德，从而引导学生对自身人格

与素养进行持续完善，引导学生成为优秀的社会人才。

一、高校美育与课程思政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新时代教育背景中，我国各高校都在积极开展新型素质教

育，其中，思政教育与美育教育虽然具有不同的内在思想与教育

意义，但是在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健康的社会人才的过程中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首先，思政与美育教育具有相同的人才培

养目标，思政教育是为了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对外

界事物能够具有自身鲜明的对错观念；而美育教育则是通过让学

生对事物进行全面细致地欣赏观察与研究分析，以此培养学生感

受美、欣赏美的能力。这两种教育模式虽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但是从本质角度分析，教育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养与能力，促使学生各方面能力得到有效提高，从而成为优秀

的社会人才，为国家、为民族贡献自身一份力量。由此可见，两

种教育模式在教育目标上保持着统一的教育思想。

此外，美育教育与思政教育在实际教学中具有思想统一的教

育内容，思政教育的主要教育目的就是帮助学生形成正确健康的

三观理念，能够对事物拥有自身独特的认知理解能力与良好的人

生信仰，并且在实际生活中将其付诸实践。美育教育的教学目的

同样在于塑造学生的人格品性，只是在教学方法上思政教育有所

不同，美育教育在具体教学中会引导学生对某一事物进行观察欣

赏，使学生能够从中感受到“美”的存在，并逐渐形成独特的、

正确的审美观念与审美能力，从而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身边具象

的美。两种教学模式在具体教学中都是利用间接引导的方法培养

学生的思想人格，同时注重激励教学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将学

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习本身，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感受到充足的

学习自由与学习尊重，从而不断完善自身道德品质与人格修养，

最终寻找到自身独特的人生理想与价值。

二、高校美育与课程思政间的教学模式探索

（一）强化美育理念，加强课程思政教育的有效性

高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教育部门提出的标准

规定，并将具体要求认真落实在实际教育工作中。高校教师在教

学中应当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原则，从实际角度考虑问题，

确保学生在教学中能够有效掌握教育知识。教师在教学中需要重

点强调美育教育的核心思想理念，明确课程思政与美育教育之间

的内在关联与创新教学的重要性，从而在不断地探索研究中掌握

融合教学的本质，以此确保思政教育与美育教育能够顺利稳定开

展，有效发挥两种教育模式的优势作用。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可

以将审美教学内容灵活融入到思政教学中，引导学生意识到美育

教育的内在理念，同时教师可以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研究，转变

传统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模式，以此加强美育教育与思政教育之

间的融合度，同时还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性与积极性。

现阶段，部分高校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理念影响，高校内部美育教

育资源相对匮乏，导致美育教育建设工作存在一定困难，学校应

当积极改进教育困境，加强对美育教育工作的重视性，通过招聘、

培训等手段扩充高校美育教育资源与和师资力量，针对美育教育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分析探讨，并制定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以此强化美育教育效果。比如针对教师与学生不重视美育教育的

问题，高校可以在思政教育中适当增加美育教育内容，通过引导

的方法促使学生了解学习到美育教育知识，同时高校可以积极开

展教育活动，鼓励教师针对美育教育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进行课题

研究与讨论，以此加强教师对美育教育的重视程度。高校通过多

样化手段协调思政教育和美育教育的发展融合，不断创新教学模

式，深化美育教育思想理念，从而使学生能够真切感受到美育教

育与思政教育的重要性，进而促使自身不断健康成长，成为社会

优秀人才。

（二）丰富美育内容，加强课程思政教育的功能性

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应当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传统的理论教

学模式具有一定的枯燥乏味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厌烦

消极心理，进而导致教学质量低下。教师可以在思政教学与美育

教学有机融合，使学生在思政教学中能够感受到美育教学，在潜

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与思想。教师在教学中应当保持足

够的严谨性，在实际教学中杜绝使用虚假的人物事迹加强学生的

美育教学，确保教学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以此使学生在美育

教学中流露出真情实感，从而实现思想上的共鸣，进一步理解美

育教育的价值。比如，教师在美育教学中可以为学生举例教材之

外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事迹，教师可以为学生讲解我国首位女航

天员刘洋的事迹，以此培养学生坚持梦想、顽强拼搏的精神；为

学生讲解我国著名院士钟南山“逆行者”的事迹，以此培养学生

无私奉献、为家为国的高尚品格；为学生讲解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的事迹，以此培养学生努力创新、投身事业的人生追求。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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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美育教育与思政教学的过程中，应当灵活制定教学内容，

积极扩展教学范围，使学生能够吸收学习到更多优秀的教育知识，

从而提高自身知识视野与思想认知，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

利用多样化的教育内容加强思政教育与美育效果，从而培养学生

具备优良的思想品性与审美观念，强化思政教育的功能性。

（三）打造美育环境，拓宽课程思政教育的覆盖性

良好的教学环境是保障教师教学质量与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

前提条件。因此，高校应当注重构建优秀的校园教育环境辅助教

师开展思政教育和美育教育。高校在校园环境建设的过程中应当

结合校园实际情况与自身教育特色，以此加强校园氛围质量，在

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思想品格与道德修养。首先，高校应当注

重校园环境建设，利用宣传栏、校园走廊、横幅等加强美育教育

与思政教育，通过介绍历史名人、典故事迹、生活新闻等加强美

育理念宣传，使学生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能够不断地接受健康向

上的思想观念熏陶，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身综合修养。高校

可以以美育内容为主题积极开展多样化教学活动，比如主题演讲

大赛、以“生活中的美”为核心思想的摄影比赛、为学生播放美

育和思政相关的影视作品，通过形式丰富的教育活动使学生亲身

参与到美育教育与思政教育中，从而更加直观、细致地感受到美

育教育对于人格塑造与思想建设的重要性，促使学生加强自身道

德修养，不断完善思想观念。除此之外，社会与家长也应当注重

打造优异的教育环境，社会应当积极宣传健康正确的人生观念与

价值理念，打造良好的社会教育大环境；家长需要更加关注学生

的校园学习和生活情况，与学生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帮助学生解

决人生困惑与生活难题，同时还需要注重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

良好的榜样，真正实现全方位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与三观理念。

三、高校美育与课程思政社会实践模式的创新研究

（一）提高课程思政社会实践的针对性

在传统的思政社会实践活动中，思想与政治教育是其中的主

要核心内容，道德与心理教育属于基础性教育。但是在实际教育

中往往出现道德心理教育缺失的现象，即高校与教师对于道德心

理教学相对不够重视，导致道德与心理教育质量低下。因此，为

保证思政社会实践的教育目的，高校应当加强社会实践活动的针

对性。首先，需要加强思政课程的针对性，以思政课程内容为基

础开展社会实践，以此实现美育教育的目的，防止出现本末倒置

情况，即为了美育教育而开展思政教育，导致思政教育受到轻视。

比如，在以学习费孝通思想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带着“费孝通问题”到田野中进行实践研究，在实地调

查中体验费孝通先生当年走过的路，以此感受思想意识的变化过

程，在行动中领悟到“实事求是”“志在富民”等精神思想，从

而将“心系社会、志向远大”等育人理念灌输给学生，使学生通

过实践活动培养自身思想品德。高校通过对教育资源的整合应用，

加强校园教学与社会实践教学之间的融合度，并提高社会实践的

针对性，以课堂教学为基础，以社会实践为手段，重点突出教育

内容的核心思想，使学生在实践中活动中实现育人和自育，不断

提高社会实践的现实意义。

（二）提高思政课程社会实践的层次性

为确保思政社会实践活动能够起到良好的美育效果，高校必

须建立完善科学的评级机制。通过评价机制对实践活动进行科学

专业的评价审核，以此确保思政社会实践活动的针对性、规律性

以及方向性，引导社会实践能够起到良好作用，帮助大学生加强

思想道德教育。在评价审核过程中应当注重提高社会实践活动的

层次性，通过阶段性社会实践活动加强学生实践效果。比如，在

开展思政社会实践活动时，针对大一阶段学生可以以校园为主导，

带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比如在校园内部开展帮助工作，打扫校

园环境、帮助学校思政部门开展相关活动、帮助本地同学解决困

难等，活动领导者需要在活动中注重引导学生积极了解美育教育；

针对大二与大三学生，学校可以带领学生参与校园周围的社会实

践当中，比如参与历史革命展馆、博物馆、抗战名人纪念馆等，

使学生通过校园教育体系之外的教育内容感受到思政教育与美育

教育的内在体现，通过切身感受加强认知理解，从而在实践活动

中不断完善自身人格素养；针对高年级大学生，学校应当结合学

生实际情况综合分析，这一阶段的大学生主要面临学业压力与就

业问题，因此社会实践活动可以更加倾向于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利用企业合作实践、讲座活动等方法发挥出思政社会实践的现实

作用，帮助大学生解决人生难题的同时，培养大学生的道德修养。

（三）提高思政课程社会实践的多样性

新时代发展背景中，对大学生开展思政社会实践活动应当注

重社会实践的多样性，以确保美育教育在实际应用中起到良好的

教育效果。高校可以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交流，在社区服务中心、

街道办事处等场地开展志愿活动与公益服务行动，培养学生善良、

乐于助人的思想品格，使学生在活动中感悟到思政教育与美育的

内涵。同时，高校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发德育教育虚拟体验

功能，互联网技术能够利用海量的、先进的、优秀的教育资源对

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教育，利用信息化技术大幅度提高思政教育质

量，从而使学生在线上虚拟活动中学习到思政教育与美育教育知

识内涵，从而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与思想品质，逐渐成为优秀

的社会人才。

四、结论

在新时代发展中，加强学生的思政教育与美育教育已经成为

各高校主要研究内容，通过社会实践的教育模式，使学生在亲身

实践中近距离感受到生活中存在的高尚思想品格，引导学生形成

正确健康的人生观念，成为社会栋梁人才，从而为社会建设贡献

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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