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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认识、生活态度以及价值追求，增强他们的

道德操守和坚定其政治立场，并帮助他们自由、全方位地发展成长。而美育则是帮助大学生培养审美情

趣，提高文化素养。文章探究了将大学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必要性，提出了德美共育的三大原则，

并对德美共育的具体路径进行了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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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go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form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ttitude towards life and pursuit of values, to 
strengthen their moral integrity and firm their political stance, and to help them develop and grow 
freely and comprehensively. Aesthetic edu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s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cultivate aesthetic interests and improve their cultural literac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university aesthetic education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uts forward 
three major principles of moral and aesthetic co-education, and elaborates on the specific pat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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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and aesthetic co-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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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是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追求[1]。对大学生的道德情操以及品

格和鉴赏能力进行培养，指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向善向上向美的理念，保

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是美育与德育共同的追求。高等教育的职责是优先提升大学生道德，塑造其个

性，并逐步培育出在道德、智力、身体和美学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指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辅助他们不断提升思想层次、增强

政治觉悟、丰富道德素质和文化涵养。通过美育方面的学习，学生的审美品味可以得到提升，他们的艺

术文化素养可以得到增强，他们的审美情感可以变得更加丰富，同时还可以帮助其塑造理想的品格。融

合美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学生寻求生活的真谛，更深度地理解并感受世界，鼓励他们积极前行，

追求美好和美丽，深化对真、善、美的认知与理解，大力促进学生思想、道德、品格的全面提升。同时，

它还能提升大学生的审美品位，增强他们的审美情趣和人文涵养，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进而引领他们

塑造出乐观、积极的个性，培育出良好的道德素质，锻炼他们的思考方式和创新能力。实现德美共育深

度融合，有助于实现以美育人的优质效果。面对变化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大学生多样化的发展诉求，高校

要积极推进德育美育协同育人[2]。 

2. 德美共育的必要性 

2.1. 教育目标有效契合 

思想政治教育和美育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都是为了培养自由全面发

展的国家栋梁。在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道德素养，促使其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和

坚定的文化自信，从而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高尚的道德行为规范。另一方面，美育的

重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良好审美观念，使其拥有品鉴美的能力，以此熏陶学生的感情，提升其文化素养，

加强对道德的认同感。以美育人的目的在于充分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作用，旨在为党培养人才，为

国家培养优质人才，并以提升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为核心目标，推动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以美育德则旨

在体现美育的塑造作用，激发出“育德”的能量，利用美的规律来塑造完美的个性，培育高尚的情怀，

提高道德水平，以此推动个人的全方位发展。美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彰显了真、善、美的一致性。

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共同的教育目标是以净化大学生的心灵，培育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 

2.2. 教育内容有效衔接 

在高等教育中，思想政治课程的重点是教授道德观、心态，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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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教学和实际生活相融合的教育活动。与此同时，美育则着力于发展大学生的审美能力，透过对美好

事物的赏识，从而提升他们的文化修养。美育不只是关乎艺术形态和内容的教育，还实质性地渗透了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包含大量在其他教育方式中无法获得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思想政治教育给予

美育方向，同时美育能够充实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内容，提升其实际效果，以内容来看，两者相互补充。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教学和实际活动需要美育的引导，同时美育还能帮助学生了解和欣赏精神和文化之

美。实际上，学生更倾向于接受多样化、生动有趣、易理解的教育内容，而美育正好提供了思想政治教

育所不能提供的丰富素材。美育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寓教于乐，更有趣味性，更容易抓人眼球、吸引学生。

开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主题艺术活动，例如绘画展、服装表演、话剧表演等，可以在活动中与增强

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2.3. 教育方式有效结合 

德育的讲解和灌输直接影响了受教育者的理性认识，但要将道德标准和原则变成道德修炼的一部分，

还需要一个特定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的主要驱动力和激励条件就是情感的触发和影响，塑造道德品质

不只依赖于理性和意志的训练，还需要借助道德情感的培育，让社会道德理念逐步转化为个人情感的自

我需求。因此，美育在教育方法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起到了积极的辅助效果，使得在德育活动中，理

性认知和情感体验得以结合。相比于美育，思想政治教育更偏向于理论教学，通过教师主讲授课的形式，

学生学会理解道德标准、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政治信仰等教育内容。美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侧重点有所

不同，美育更加强调通过学习艺术，逐步地引导和影响人，激发学生主动去寻求真实、好与美。美育让

受教育者在一个较为舒适和放松的环境中，主动地吸纳教育内容。正由于美育的独特魅力，它更加看重

情感的经历，强调美的形式和美的力量，以此触发学生的审美情感，辅助他们去雕琢理想的人格。思想

政治教育为美育铺垫了基础，美育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更为丰富多彩。两者的结合使得学生在追求

美的过程中，不断全方位提高自己的素质，进一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3. 德美共育的原则 

3.1. 方向性 

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3]。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美育与思想政治教

育的政治领导，把握好政治方向是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根本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美育元素，

要始终遵循方向性原则。美育在高等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融入和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坚定的

领导和强大的支持。保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利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人格塑造，

能够推动美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合发展。高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应恪守中国共产党在美育

和思想政治教育上的领导地位，将对党、国家、社会主义的情怀融入工作中，在实际行动中说服他人，

通过感情触动他人，严格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方向，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担任培育新一代人才的神圣

使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与内容具有相当显著的方向性。我们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接过社会主

义事业接力棒的新一代青年，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部教育内容中的首要地位，使思想政治教育

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方向，用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大学生的思想，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现代

化建设必须在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进行。 

3.2. 时代性 

高等教育需要紧密依随新时期的发展趋势，深入理解并全盘把握新时代的深远涵义，结合思想政治

教育的时代背景，有效利用美育元素。德美共育，必须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紧密相连，深植于时代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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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新时代。新时代下，科学技术在不断创新，当代大学生的心态和思想观念也在

随着时代的潮流不断变化，这就需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堂进行有效的创新，需要改变传统的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教学方式，在思想政治育中运用多元艺术形态，了解时代主旋律，紧跟时代潮流，结合时代

发展和最新成果。创新，就是要舍弃以往课堂的“一刀切”教法，结合现今的社会特质，深入探寻现代

大学生的成长模式，重新检视现代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审美教育和思政教学的主旨，推动教学内容的多

元性，实现二者有机结合，同时需要研究、创新与时代进步相应的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例如，

需要大量吸收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方面的新鲜内容。应当在

高校里倡导学生利用周围的生动例子作为切入点，用图片、影片等方式来描绘时代的故事，展现时代的

精神。诸如将播音主持、音乐、绘画、戏剧等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讲述家国故事，以形象表

达意蕴，以艺术汇聚心灵，利用艺术增大传播的广度，通过真理深化思想的深度。 

3.3. 全面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美育，应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

信念，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念，促进大学生的全方面、全方位发展。在传统的高校思政课堂中，学生常常

在被动状态下吸取思想政治理论的基本知识。在过去的课堂环境中，学生“刻板”地接收老师传达的信

息，并未引发他们的深厚兴趣或心灵的放松，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并未感到快乐，长久下来，一部分学生

可能会对思想政治教育感到颇为抵触，并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集中于理论的讲解，

基本是理论讲授，而美育则更注重能力、情感的培养，重点在于环境、体验和情感的培育。可见，思想

政治理论课较为枯燥乏味，思想政治课内容理论性强、难以理解，需要美育提供更多的支持。高校美育

资源丰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美育元素、引用艺术审美作品，选择应更加谨慎，不能生搬硬套，不

能过于夸大艺术作品的重要性，不能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目的和任务。美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要做好整体建设，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4. 德美共育的路径选择 

4.1. 构建德美共育课程体系 

在高校中，德美共育要注重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第二课堂是除理论课堂之外的教学主阵地，具有

不可忽视的作用，包括实践教学和社会实践活动。在德美共育中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可以打破传

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样式，充分利用高校的艺术审美资源，将艺术作品创作和实践教学、社会实践活动、

思想政治教育高度集中起来，将学生的艺术创造力与高尚道德情操的培养结合起来。在开展具体的课程

活动中，首先，实行“以笔、音为媒，宣扬思政课”，激励学生使用“声音、视频”向大众传播新时代

的新图像，选择国家时事和爱国主义等作为主旨，传承革命精神和红色基因。例如，组织大学生采访基

层工作人员，深入乡村进行艺术绘墙等活动。其次，开展“实地的思政课”，鼓励学生走出教室、走出

“坐着的”课堂，亲身感受乡村生活和社会实践，深刻理解社会实践的意义，让他们在劳作中鉴赏和创

造美，同时在实践和审美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引导，从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例如，实

施以“口述国家、家乡、自我的发展历史”为主题的实践活动，引导大学生关注国家时政、家乡发展新

貌、自我的思想变化，理解国家状况、社会状况和民生状况。最后，开展分众教学，充分展现美育和思

想政治教育的联合运作。例如，在课程中，结合当地红色文化资源及红色教育基地，学生到实地自行搜

集资料，思考并结合自己专业特长进行呈现和总结。在实际的实践过程中，学生可以得到真实的知识，

提升思想品质、艺术情感和理想信念。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效融合，可以实现真善美的统一，从而激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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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4]。 

4.2. 健全德美共育运行机制 

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美学教育的融入，根据学生的需求，通过美育让学习变得有趣有效，进而调动

他们的学习热情，让思想政治教育深入人心。第一，我们需要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同美育实践的有机整合。

尽力鼓励学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探寻并体会生命的美好、发展的美好和时代的美好。如，通

过举办绘画、诗歌创作大赛、主题艺术展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等活动，调动并培育学生献身于国家

与民族的情感。第二，深化思想价值导向及美育资源的联合应用。结合学生的心理及成长特点，采取他

们喜爱的方式传递更形象的理论，利用声音、插图、视频与文字结合的直观方式进行理论交流，以达到

更深入的理解。第三，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与美育优势结合。思想政治课程的作用不仅仅是在课

堂中体现出来，它也正在逐步变成一种“细水长流地渗透式”的教授方式，潜移默化地滋养着学生的心

灵，引导他们在平常的生活和交际中充分表现和实践。第四，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品牌的创建和美育特色

传承的交融，使思想政治教育和美育融入时代脉搏中，致力于打造“美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品牌，

形成“一校一品”“一校多品”、“一院多品”“一院一品”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新局面。 

4.3. 完善德美共育评价方式 

早期的教育评价方式过于单一，应通过不断优化升级，把美育并入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方式，改革教

师和学生的评价方式。对教师而言，首要职责是具备高尚的道德素养，并严格遵守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另外，高校教师需要坚定的政治信仰、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出色的跨学科科研才能等素质，更需精湛

的美育教学技法和教学模式，利用美育知识来增强学生的参与度，并使他们的素质有所提升。最后，教

师需要引导学生走出教室，通过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强化美育。对学生而言，美育最大的优势是注重教

学过程中的情感诉求，这一优势与学生评教方法的结合可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

与。高校应让美感和人文修养在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环节得到充分呈现。首要的是，应通过使用定量与

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将美育纳入到学生全面发展评价体系。然后，应鼓励学生热衷于参与思想政治

主题的艺术教育活动，将学生在主题活动的参与度作为评估全面发展的因素，结合过程和结果的评价，

发挥美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践作用。 

5. 结论 

在思想教育中运用美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按照方向性、时代性、全面性三大原

则，找准思想政治教育与美育相结合的切入点，促进二者的和谐共生，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

升教育质量。高校教学宗旨是为了让学生在道德、学识、体能、艺术以及职业技能等各个层面得到全面

的发展。在这个教学的旅程中，我们尤其需要重视美育和德育，只有当道德理念与相应的感情相匹配时，

才能孕育出崇高的思想和信念，并进一步把道德知识实际地呈现在行为上。美育与德育是相辅相成的，

在强调美育的同时还要加强德育，这不仅满足了大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和知识体系全面性的要求，还满

足了新时代社会的进步、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德育与美育是齐头并进的，我们应尽可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增强他们主动学习和积极参与的态度，让他们在一个快乐而宽松的环境中学习思想政治理论

知识，同时提高自我道德品质和整体素质，并使学生成长为符合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求的一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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