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在高校专业课程的教学中，挖掘并有效融入思政元素，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的协

同发展、深度融通，不仅是新时代我国高校思政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高校教改的迫切需求。

教师是课程思政的实践者，思政目标的达成与立德树人的最终效果，需要教师具备良好的课

程思政意识、思政育人能力，并掌握行之有效的育人方法。文章分析当前高校美术教育专业

中国画教学中的课程思政现状，探索课程思政理念下中国画教学改革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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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育专业国画课程的思政改革
张瑞雪

2016 年 12 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把立德

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彻教

育教学全过程”的要求后，各高校陆续推进

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中国画作为我国传统造

型艺术之一，是高校美术教育专业的必修课

程。面对教改新形势，在美术教育专业国画

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不仅是新时代教育所

需，更能实现教书育人的深层含义，对挖掘

美术教育的全面育人功能有重大意义。因此，

在国画课程中，如何有效实现课程思政，如

何将国画课程中以美育人与大学生思想道德

建设相融合，值得每一位专业教师思考。

一、 国画教学中课程思政的现状

( 一 ) 思政意识不足

在传统的国画课堂，教师更多的是教授

学生专业知识，认为让学生把相关的专业知

识和专业技能学好即可，导致当前许多专业

教师过于注重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忽视了以

美术知识为基础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没有

主动将思政教育渗透在课堂中。对此，教师

应形成思政育人的责任意识，主动打破过于

关注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原有经验、脱离“程

式化”的教学模式，认识到教授专业知识、

培养专业能力与引领价值观的内在联系。

( 二 ) 思政素养不足

课程思政与国画课程相融的目标，要求

教师不只关注学生国画技能的掌握，更重要

的是将艺术与思政融合。这一目标实现的前

提条件是要求教师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部

分国画教师自身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不足，

难以从课程中挖掘思政元素，不能很好地将

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进行关联，因而，无法

实现思政育人的教学目标。专业教师需要通

过多种途径提升个人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强

化自身道德修养，以深化课程思政改革。

( 三 ) 思政教学能力不足

掌握思政教育理论对专业教师来说并不

难，难的是如何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让

学生易于接受、乐于接受。在课堂中穿贯思

政教育，需要教师打破常规的教学模式，通

过恰当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将思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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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融入课堂。由于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欠缺，教学方法单一，部分

专业教师会出现不敢讲、不会讲的困境。对此，教师应积极提升德

育能力，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充分挖掘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思政

素材，提炼课程思政的维度，优化课程教学内容，逐渐完善国画课

程的思政建设。

二、 国画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实施策略

( 一 ) 以传承为宗旨，实现传统文化与价值的传递

美术教育专业中的国画课程并非单纯的技能课，不同历史阶段

的美术作品，都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是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所思所画，

反映了人们当时的思想观念，蕴含着民族传统文化和人生哲理。中

国画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内涵，而这正是课程思

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藏。一方面，学生不仅能感知中国

画中的笔墨趣味，还能在学习优秀中华文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

过程中，树立积极的文化价值观，增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责任感、使命感。另一方面，引导学生深层次感知艺术作品中

的精神内涵与价值理念，能潜移默化地增强学生的道德修养。

因此，在教授中国画课程时，教师可以深入挖掘教学内容中蕴

含的思想内涵与哲学元素。如梅兰竹菊“四君子”形象、八大山人

白眼向人的小鸟、郑燮凛凛清韵的墨竹、王冕“只留清气满乾坤”

的墨梅等，这些意象是中国人特有的表达主观情感的方式，画家可

以通过不同题材、形式的表达，使画面具有饱满的精神内涵。又如，

近代作品中李可染的《万山红遍》（见图 1）、齐白石的《祖国万

岁》（见图 2）、蒋兆和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见下页图 3）、

傅抱石《待细把江山图画》（见下页图 4）等具有时代感、爱国情

的力作，其中的艺术精神、创新方法、审美观念、笔墨追求，乃至

深入生活的理念都彰显出画家在所处年代的爱国思想与社会责任感。

通过了解画作背后的故事，可以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审美观、艺术观和民族精神。

中国画不仅是画家对生命的体悟和自我表达，还是对中国精神

的表达。国画教师需要保持真善美的文化品格，增强育人意识，让

学生在国画作品中探究美，树立积极的道德观念和美学精神。不论

作品的题材、立意、表现形式，不论画家的出身、时代、个人喜好，

只要体现出画家人格魅力的优秀作品，无一不是中国画课堂中课程

思政的绝佳素材。

( 二 ) 以生活为导向，实现艺术成果与思政的转化

国画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其中，艺术创作是学生在美术类

专业课程中所学知识与技能的成果转化，是理论转为实践的必经之

路。教师可结合国画课程的特色和优势，深入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

系中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以生活为导向，让课程思政有机融入

中国画创作中，不断提升课程思政教育的温度。

艺术创作的难度不在于技巧，而在对生活的理解和情感的响应。

图 1 李可染《万山红遍》

图 2 齐白石《祖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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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活的回声，艺术源于对现实的思考。教师应充分挖掘社

会资源，引导学生感受生活，学会用作品表达情感，用笔墨表

现时代。例如，教师可鼓励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生活，让学生

用画笔描绘祖国的青山绿水、治水新貌，或以“我的家乡”为

主题，表现本地民俗文化或地域文化等，实现美术专业课堂教

学与实践成果的有效转化。学校也可以举办主题绘画作品展，

充分运用校园文化节等机会，彰显专业成果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属性。

( 三 ) 以学生为根本，实现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创新

国画教师在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时应考虑创新原有的教学方

法，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展现教学内容，根据教学内容与学

生情况针对性地设计教学形式、选择思政内容，以引起学生的

共鸣，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掌

握、拓展与深化。在课堂中运用模拟情境、角色扮演、小组合作、

观察讨论等多种方式，让学生获得直接的主观感受。

以宋代青绿山水代表作《千里江山图》的教学为例，课堂

中教师展示《千里江山图》的高仿作品、《国家宝藏》或《只

此青绿》的相关视频资源，学生在情景的渲染下，迅速置身其

中，将表现对象的美术元素逐步沉淀成自己的知识和素养。教

师从青绿之色千年不败的角度，带领学生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画颜料制作技艺”；从画家创作画作的时代背景的角度，

感受作品中的精神品质与思想，探究中国画材料运用与作画技

法的创新；从“三矾九染”的作画形式和严谨的作画态度，培

养学生严谨扎实、井然有序的良好学风。人文价值的渗透有助

于提升学生对用笔墨表现对象的理解境界。从感知体验到技法

探究再到个性创新的教学过程，打破了常规国画教学由“传统

入手”的教学模式，解决了国画教学过程中无意义临摹的问题，

以确保高校国画课堂的真实、深入、积极、有效，拓宽课程的

深度与广度。

综上所述，育人、育德、育魂是新时代教师的光荣使命，

专业教师应结合学科专业的特色、优势、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深入贯彻课程思政的教育思想，仔细研究本课程的育人线索，

不断完善美术教育国画课程中与课程思政相关的知识点，积极

推进思政育人工程，充分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与时代契

合，形成有价值、有深度的教学资源。（作者单位系江汉艺术

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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