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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研究
潘　茹

（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000）

摘要：目前幼儿师资培育离不开相关高职院校学前教育，这使得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在当今社会变得愈发重要。促进高职学前教

育专业美术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的关键是要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高职学前教育美术课程之中，这关系到培育学生的德育素养与政治意识。

在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程中嵌入思政内容，是增强美术课程的思政内涵和培育学生立德树人观念的重要环节。推动思政建设与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程的结合也将极大促进美术文化领域内德育教育的传承与发展。因此，我们要充分探析美术本身所包含的

思政内容，运用美术与思政凝聚所形成的合力来推动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程内思政教育实践工作的展开。本文将在对当下课程

思政内容充分了解的前提下，分析课程思政融入高职院校学前教育课程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并探讨将课程思政融入高职院校学前教

育美术课程的具体实践路径。

关键词：课程思政；美术教学；高职学前教育

2022 年 8 月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

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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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通知要求，美术教师应持续提升自身教学素养，

不断激发学生对于美的感知及热爱，通过思政内涵来影响学生的

内心，使其明白要承担的社会与家国责任，在现实教学过程中借

助美术教学的内容来引导学生，体会德育、热爱艺术、感受生活，

从而产生对美育与德育的热爱之情

一、新形势下对课程思政的理解

（一）课程思政的内涵

国家教育改革政策使得各个高职院校不断调整自身专业课程的

教学内容并力图使之与课程思政协调发展。教育理念的变革与创新

是新时期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的突出特点。对课程思政关键部分的领

悟及对不同课程中潜藏的思政内涵的探析也将成为之后课程思政的

坚实基础，也同样有助于课程思政教学的可持续发展。目前课程思

政内容单一、形式无趣等问题扼制着学生对课程思政的学习兴趣，

不断推进课程思政的落实并使我国不同类型的教育阶段与课程思政

相融合将有助于解决目前课程思政中存在的这一问题。

蔡元培认为几乎所有的学科中都包含德育的内容。美术课程中

大部分内容也都包含德育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美术价值观、艺术

美观、科学教学内容、哲学美术理念等不同形式，共同构成了美术

课程的德育资源。作为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载体，我国的优秀传

统文化有着极为丰富的教育价值，这也为高职学前教育美术课程提

供了丰富的参考教学内容，例如：国画、剪纸、泥塑等。在教学过

程中合理运用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家国

情怀，还能够引导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思政教育作为促使整个社会群体成员符合社会标准的一种思

想品德活动，常常通过宣传一定的思想政治观念来对群体成员产

生影响。在活动的内容、对象、模式、目标等方面思政课程与美

术教学存在一定相似之处，这一特点决定了思政教育与美术教学

相融合能够将其育人功能发挥至最大程度，更加充分的实现其德

育目标并丰富其美育中的德育内涵。学前教育美术教师应将美育

与德育的结合放在首位，以丰富的思政内容充实美术课程教育的

全过程，使美术课程教育的生动性与趣味性不断提升。深刻的思

政理论与美术教学实践地结合在促使思政知识美术化目标顺利完

成的同时，也将使思政理论的发展符合美育教育的时代发展趋势。

（二）课程思政的实施方式

对大学生的德育水平与政治素养的针对性教育是课程思政所

要发挥的首要功能。通过引领大学生思想观念的转变，课程思政

可以将大学生塑造为拥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技术性

人才。课程思政作为一种将立德树人作为教学方向的综合教育理

念，能够以一种全方位育人的格局形式使各类专业课程与思政课

程协同发展。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将高职院校现有教育与课

程思政融合的基础与前提。首先，教师必须确保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每个参与课程学习学生的指导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教师还应将学生的爱党爱国教育摆在教学

工作的首位，使学生牢记国家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其次，使

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社会的发展变革不断淘汰并更新着人们

头脑中的一些观念，高职院校的课程思政内容可以借鉴吸收我国

的优秀传统文化，将诚实守信等品德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之

中，不断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助力学生成长成才。最后，引

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理念，引导学生辩证看待在生活中遇到的

问题，使他们在下次遇到时能够快速应对。

二、高职学前教育美术课程融入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

（一）一些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不充分

首先，当前部分高职学前教育美术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存

在偏差。他们误以为课程思政的教学目的只是单纯的让学生掌握

党新时期的一些方针政策等。将学生培养成为在新时期为社会主

义建设服务的合格人是每位教师的责任。其次，育人为本是高校

美术教育要坚持的首要原则，这一原则包含着“德育为主，能力

为辅”以及“立德树人”两重内涵。学前教育美术教师不仅应具

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同时也应当积极关注学生德行的提升与品格

的培养，以思政内涵来充实学生的内心，帮助学生建立强烈的社

会与家国责任感。而当前一些教师虽然具备满足教学要求的专业

知识，但对教学原则的认识还很模糊，不能将立德树人的原则贯

穿入自己教学的全过程。最后，课程思政培养的主要内容应是大

学生的爱党爱国之情与民族责任感，单纯的爱国教育被很多高职

院校的教师误以为是课程思政的主要内容，这是一些高职教师无

法有效的将课程思政嵌入学前教育美术课堂的主要原因。

（二）思政课程组成部分不统一

在一些高职院校，一些教师很可能独自负责学前教育美术课

程的教学活动，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影响课程教学质量的关键。长

此以往，很多教师便无法及时总结反思自己在具体教学中的教学

理念和教学方式，这便使得课程教学的质量效果大打折扣。此外，

多位教师合作完成一门课程的现象在一些高职院校也屡见不鲜，

这些教师的分工实质上只是机械式的划分教学任务并没有对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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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及内容进行合理的调整与处理这便导致课程思政常常出现

内容重复的现象。还有一些以纯粹结果为导向的高职院校的教师，

他们在上课的过程中常常忽略学生的学习兴趣将思政内容填鸭式

的灌输给学生，使学生对课程思政产生负面的甚至是抵触的情绪。

三、高职学前教育美术课程融入课程思政的方式路径

（一）以传统文化为媒介将课程思政嵌入高职学前美术教育

为了更好的将高职学前美术教育课程融入课程思政就需要对

原有的传统教育模式进行创新，这是因为高职学前美术教育专业

课程的教学质量无法通过传统教学模式得到保障。因此，教师需

要对传统课堂的教学策略与教学模式进行创新，通过引入一些课

堂和教材以外的内容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将使学生在高

职学前教育美术课堂中对课程思政的具体内容领会的更加深刻。

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辉煌灿烂的文明古国，民间更是蕴藏着深厚

的文化资源，许多传统优秀的艺术作品都包含着大量展现中华优

秀传统美德的创作题材。我国古代的名人雅士常通过题材的独特

意蕴来展现自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对生命意义的感悟，并以此

展现自己内心的道德价值诉求。例如，《孔子与七十二贤像》《晋

文公复国图》《采薇图》《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苏武牧羊图》

等，均是通过历史正面人物来展现爱国、敬贤、孝道等中华传统

的道德价值观，梅、兰、竹、菊、松、荷、鹤等常见的意向在古

代寓意着清丽脱俗、淡泊名利等优秀传统美德。《田横五百士》《祖

国颂》《攻占总统府》《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开国大典》

《人民与总理》等在抗日战争时期涌现的大量美术作品则以这些

英雄人物不屈不挠的抗争为题材来弘扬儒家道德与价值追求，这

展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对新时代新生活的渴望以

及对新中国成立所感到自豪与骄傲。这些贯穿古今的美术题材反

映了中国传统美术题材的选题始终以道德价值追求为导向。因此，

在进行学前美术课程教育时，教师应当着重选择那些有标志性思

政教育元素的范本，为学生传递正确的道德价值标准，从而实现

将课程思政嵌入学前美术教育的目标。

（二）借时政为踏板将课程思政引入高职学前美术教育课堂

高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处在自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

的关键时期，他们针对一些事物的判断标准往往较为模糊。一部

分学生将生活的重心放在了对物质与精神享受的追求上，而丝毫

不关心国家民生大事，如果放任这种势头继续发展将对学生精神

世界观的塑造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当下高职院校教师最

为迫切的工作便是强化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与辩证思维能力。对

此，采用传统的口头劝说方式，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目的，甚至有

可能还会产生负面效果。这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通过

在课堂上展示一些与学生有关且生动有趣的时政内容来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提升自身的辩证思维能力。通过引入

与教学目标相关的时事政治，高校教师可以在快速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的同时使学生主动反思整个事件背后潜藏的逻辑。例如，教

师在进行美术课程中色彩主题选择这一活动时，可以引导学生记

录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事件。这样不仅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

了对知识的学习，还使学生加深了对该事件的认识与理解，使学

生的爱党爱国意识得以深化。

（三）以创新为契机助力课程思政进入高职学前美术教育课堂

1. 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教师通过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一节 45 分钟的课堂，教师可以将这 45 分钟划分

为不同的阶段，为每个阶段设立相应的教学主题与教学任务，使

一节课程具有多元化的教学内容。例如，当教师引导学生讨论分

析名家创作艺术作品时所使用的手法时，可以将课程划分为两个

阶段，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日浮雕与烈士纪念日献花篮活动视频

同时引入这两个阶段，在对比分析浮雕与花篮图案创作的艺术手

法及其所包含的艺术价值中，领悟其中的深刻寓意。在这一过程中，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能领会到艺术作品中所包含的革命先烈的

爱国主义精神，也都会更加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通过

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教师同时实现了对学生的艺术教育与爱国主

义教育。

2. 创新教学评价手段。女生占比较大是当前高职院校学前教

育专业的特殊性质。相较于男生，女生具有情绪波动较大、性格

敏感耐心性更强等一些特点。因此在美术教育与课程思政结合后，

传统的教学评价手段已经不再适用。这便要求教师在教学评价手

段上积极创新，在教学评价中增加德育评价因素，将学生综合素

养的提升作为改善教学评价方式的导向。美术教育教师应善于站

在学生的角度进行评估分析，借鉴教学实践过程中具有参考价值

的内容来展开评估，主要依托考试的形式来考核学生课程阶段性

的学习质量，而非简单了解其专业课程的学习情况。具体来讲，

应将考试内容扩展至两者结合后的整体素质评价，采用多样化的

教学评价标准。此外，还需采用开放性的整体评价方式，以动态

的视角考察学生在整个课程学习区间内取得的成绩与发生的改变。

最后，课程考核应将综合素质作为评价学生的首要标准，改变原

来以单一的成绩标准来对学生进行评价的标准模式。

3. 创新教师教学方法。教师的教学方式不仅是提升课程思政

效果的主要手段，更是决定着美术课堂教学能否完成原本预期的

目标，如果不注重对教师教学方式的创新，那么将会导致思政教

育走向简单化灌输的道路，最终使学生产生对思政课程的抵触情

绪。因此，归纳整理学科知识，设计科学有趣的思政教学方式应

当为思政教学的重要环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重点关注学生的

主体性价值，灵活运用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形式激发学生参与

课堂活动的积极性。在日常教学实践时，教师应当养成分类整理

美育教育中蕴含的道等思想观念，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方向与价值

观念进行针对性的引领。

四、结语

课程思政作为新时期的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代表着新时期高

校人才培养的方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我们可以再课程思政

中找到“为谁培养人才、培养怎么样的人才”等若干重大的问题的

答案。为了使课程思政与高职学前教育美术课程教学更好的结合，

在坚持科学教育理念的同时，还要不断解决课程思政在教学实践中

所遇到产生的各种问题。课程思政与高职学前教育美术课程的融合

不仅能深化学生对美术课程知识的理解程度，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在思政课程与高职学前教育美术课

程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教育方式与方法的选取非常重要，教师只有

选取正确的教育方式与合理的育人策略，才能保证课程质量，才能

培育出更多在思想政治与专业领域都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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