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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围绕艺术类学生的特点，针对当前思政与专业课程有机融合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课程问题的影响

因素基础上，L提出在《设计概论》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教学的设计思路：分别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教学评估等角度进行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的探索，以期为艺术类学生的课堂教学给予有价值

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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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t stud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or-
ganic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professional courses. Based on the 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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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urriculum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esign 
idea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to the professional course of “Introduc-
tion to Design”, are proposed. The exploration of educating people with beauty and beautifying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
ing assessments respectively. And it will give valuable inspiration for the classroom teaching of 
art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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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思政的内涵 

课程思政是通过发掘高等学校各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融入课程教学各环节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实现所有课程具有育人功能，

所有教师肩负育人职责的要求[1]。课程思政影响甚至决定着接班人的问题，决定着国家长治久安问题，

决定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问题。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说过“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思想政

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2]。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目标，十九

大即对立德树人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加以格外强调，并做出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部署，这

是我国在人才培养方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再解读、再落实和再深化。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要求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德”字为先恰恰体现的是国家育人政策中对“德”的侧重。 
艺术类课程思政不等同于思政课程，关于二者的学习对于大学生来说缺一不可。艺术类课程思政以

构建全员、全程、全科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艺术类课程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相互补充，把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对促进艺术类课程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发

挥各自作用，共同对高校人才培养的教育目标产生协同效应。 

2. 艺术类学生课程思政教育的意义 

课程思政教育对我国艺术类学生影响面广。我国艺术类学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大，开展课程思政教育

意义重大。截至 2021 年我们国家目前共有 1900 多所大学(包括大专)开设设计专业，排除机械设计、工程

设计等在外，仅艺术设计中工业设计、室内设计、视传设计方向的毕业生，每年不少于 60 万，这个数字

是美国的 10 倍，世界设计大国非中国莫属。为中国艺术设计学生开展课程思政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

和战略指导意义。 
课程思政教育进一步弥补了艺术类师生的美育教育疏漏。从学生角度讲，作为未来社会主义文艺者

和接班人，艺术类学生基于兴趣选择专业学习，具有专业知识的“专”，但知识体系缺乏全面性；从高

校角度来讲，艺术专业教师作为育人主体，在知识传授和能力培育过程中，同样担负着对学生思想觉悟、

价值观的引导责任，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往往重视艺术实践能力提升而忽视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所以，

教师除了引导学生认识、理解和把握设计发展方向，充分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更重要的是帮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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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从思想根源处学会思辨、认清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对他们将来专业学习的发展和提升

具有特殊的教育意义。 
课程思政教育有助于促进学生专业综合能力的提升。在专业课程中深入挖掘和融入思政德育元素，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守正出新，通过多方协作做到课程的高效组织，使思政课程

内容贯穿和渗透到美育教学实践环节中，指导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应用，在正确的三观基础上来指导和

提升自身的设计综合能力。 

3. 艺术类学生课程《设计概论》存在的问题剖析 

当前艺术学生课程仍存在专业课和思政教育联系度不够、配合度不协调、美育程度不高的问题。主

要表现在：思政内容抽象、说教性质居多，缺少“活”的教育[3]，即课堂教学所援引的马克思主义主流

意识形态符号未能及时与时俱进进行更新；专业课程和思政课程内容衔接生硬、不顺畅，表现为理论和

实践相互辅助的作用发挥不力；课程目标、内容和教学手段等缺乏明晰的课程融合设计清单，案例教学

有待深入挖掘；互联网新媒体资源平台提供的学习形式单一，学生主动分享和展示的平台不健全。 
结合实际的教学过程，笔者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可以从三个角度探讨： 
1) 从学生层面看，轻视或不重视思政内容的学习，表现在部分学生产生拒绝心理，只抓专业技能学

习，认为跟政治理论教育无关，拒绝学习枯燥乏味的思政内容；学生存在逃避心理，艺术类学生追求个

性，自我意识较强，奉行的是标新立异、特立独行，他们担心思政内容框架过多，跟专业需求的发散思

维相矛盾往往会选择逃避；还有学生持应付心理，表面学习流于形式，仅满足应试学分需求，对思政学

习影响个人长远发展的认识不足。 
2) 从教师层面看，专业培训和知识探究面临众多未知的挑战。在授课知识方面，无论艺术专业教师

还是思政课程教师都存在自身知识体系“术业有专攻”的短板，各学科均需要长年累月的知识积淀和延

伸拓展，才能达到授课要求的旁征博引和触类旁通。思政课程教师应发挥好思想引导作用，艺术类学生

的教育引导更需讲究艺术性，教学手段和形式需要具体分析、因材施教，这将大大有助于专业领域造诣

深但深感“无力”的思政教师从事授课教学。专业教师应提升自身的“哲匠”责任意识，做启迪智慧和

哲思的高道德情操人师。 
3) 从课程体系方面看，课程设置和“大思政”提倡的“思政教师、专业教师和学生在思政教学中互

补、配合和协调一致”的授课格局存在差距。全方位整合、优化授课资源、结构和方式，充分利用网络

在线学习资源，搭建学生网上分享和展示的空间和平台，营造浓郁的“混搭”学习氛围，促进学科之间

的进一步交叉融合。促使他们在日常学习过程中提升自主性和探究性，成为全方位学习的主人。 

4. 艺术类学生《设计概论》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解读得出：80%的大学生认为，对自

己成长影响最深的是专业课和专业课教师，由此可见，专业课堂承担着教育“主渠道”的角色和任务。

为了体现《设计概论》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特色化，教师应围绕根据艺术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使课程

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学反馈和评估的课程体系相匹配，达到思政和与专业设计的科学

融入。 
首先，明确《设计概论》课程的教学目标，使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学生通过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爱人民、爱集体五大重点内容的理论学习，充分认识设计的本质及地位、基本原则、及设计与生活、

社会、自然的关系，在正确的设计观指导下，为设计实践夯实理论基础。同时，教学目标的设立是衡量

教师教学水平和学生学习能力提升的阶段性标志，专业和课程思政协同作用，共同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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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爱，将文化理念融入设计实践，从而提升自我专业素养。 
其次，精准发掘思政和专业课程融汇点，使课程教学内容更优化。通过在《设计概论》课程中开发

思政元素列表，形成“思政线”，建立《设计概论》课程思政元素的案例库，围绕相关重点内容开展立

体式教学设计。 
1) 从学习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着手，提升文化自信。首先，用“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唤起学生内心深处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骄傲、对国家更深沉的热爱。学生通过了解人类历史中特别是工

业革命以来的设计发展演变历史，回顾和熟悉中国经典的代表性作品内容及其社会背景知识，从设计的

意识形态层面强化前期的理论认知，深刻领悟中国传统的工匠精神和审美内涵所在，在此基础上激发学

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增强文化自信。其次，弄懂中国传统经典设计的内涵，增强民族自信。教师

通过指导学生开展中国经典设计实例的分析，在案例的解构分析过程中不断拓展视野，增强民族自豪代

入感，高度的文化自信心不禁油然而生。最后，摸索现代优秀设计的表达手法，体现中国自信。充分利

用近期的国际设计获奖作品，剖析其设计手法的独特之处，使学生体会“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文化含义，

将中华文化精髓融入设计作品中，体现中国特色的设计特点。面向世界的设计视域下，学生传承中华文

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得到增强。  
2)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塑设计的破旧立新理念。回望设计与传统美术和工

艺美术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敢于突破和创新是设计的重要属性。我们一方面遵循西学东渐包豪斯设计

教育对中国的影响，不断总结经验和规律；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走中国特色的设计之路。

今天“四新”背景下的中国设计更需要用发展的、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及哲学思想去看待，并且在设

计实践过程中不断得到检验和迭代提升。 
3) 培育学生大局意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中国特色的道路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奋斗，

作为设计师要有家国情怀，要用高水平专业知识去服务行业、社会和国家。我国在 5G 技术应用的领先

让美国深感不安，面对美国的威胁，华为的任正非和孟晚舟铮铮铁骨的父女，即使付出再大的牺牲，也

坚持自己的人格和祖国的尊严！无论何时，作为设计师同样需要具有大局意识，时刻做到从全局角度看

待问题、分析问题，在党和国家大局指导下做好本职工作。 
4) 树立以人为主体的大设计观，用设计伦理观贯穿和指导设计全过程。人作为人造世界的主体存在

了很多年，如今随着自然生态问题的出现，人类生存环境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孤立、片面强调以人为

中心的设计观已然发生改变，设计伦理学应运而生。中国未来的设计师和艺术家不光是各自领域里的专

家，他们还应该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设计美学和严格遵守伦理道德规则的创新发明家，是能够综合协

调人、社会、环境、自然关系的系统设计师。如何在专业课程中将大设计观有效传达给学生？“好的思

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4]。蕴含思

政内容、思政元素的伦理学知识的大设计观能否在学生身上发生正点的“化学反应”，我们就应该观察

他们的表现，看他们是否着眼于未来的设计整合和统筹规划，是否学会运用综合的设计理念和思维方法

去解决自然、环境、人类生存的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以及第三世界等因素的和谐，践行设计责任感和

设计操守。 
再次，创新教学内容和主体的互动，实现《设计概论》课程教学方法的真正落地化。把握好“教学

有法”与“教无定法”的辩证关系，探寻教学“贵在得法”“重在成效”的实践路径[5]。 
1) 以学生为主体，采取“主题 + 讨论”翻转形式发挥师生课堂互动的作用。教师要考虑艺术类学

生逻辑思维弱和人文素养不高的特点，厘清核心知识、重点知识和基本知识的讲授路径，可以采用课堂

“思政 + 案例”教学法，动员学生与教师共同搜集与设计理论知识互搭的思政案例，创建课程内容丰富、

案例真实生动、学生乐在其中的教学氛围，降低课堂低头率的同时增强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获得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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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纳度，从本质上提升艺术生课堂学习的教学效果[6]。 
2) 积极利用专业相关社会资源，发挥体验式教学优势。校内外导师制的教学方式进一步促成资源的

相互补充，这为学生创造更多设计实践的机会，使“行走的”思政课程与实践教学贴合度更高，相互间

渗透、融合度更强。 
3) 运用智数化教学的创新工具，发挥其在思政课程改革中的赋能作用。学生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科技

工具的能力和主动性强，专业教师创造性融设计内容于日常生活，实现学生借助手机等设备的主动式学

习。如教师可以在《设计概论》课程中采用主题式命题作业，引导学生用他们自己擅长的手法去创造性

学习、体悟和表达，那么苦涩难懂的思政内容经过他们主动式艺术化处理，可能会变得简单而独特。而

这正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真善美价值观追求的目标。 
最后，健全考核制度，使《设计概论》课程教学评估实现多维化、多元化。一方面考虑课程的评估

指标，另一方面要把授课教师的能力和水平纳入进来。课程采用理论结合实践的双重考核方式，注重过

程性和个性化[7]。教师在授课内容上以引导性教学为主，重点培养学生综合式研究的能力，通过以点带

线、以线带面实现全方位学习。因此，考核应具有明显的教考分离特点，课程考查内容不应局限于课本

教材，而应具备适当广度和深度的拓展。教师的考核不仅体现在专业教授水平上，应该把专业知识和育

人元素的融会贯通和运用引导因素纳入进来，推动教师发挥以身垂范、先锋带领的作用，培养学生做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8]。 

5. 总结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中国目前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地位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不相适应，我

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要求艺术类课程教师必须加强自身思政素养，进一步筑牢政治底色的重要支撑基石。

艺术类高校要达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首先要把价值塑造作

为第一要务来抓，使《设计概论》课程教学与思政内容融会贯通，发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合力指导

作用。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思政素养也是艺术类专业培养大格局中的重中之重。

《设计概论》课程的教学并非单纯将思政内容强行加塞进专业课程，由教师讲授完成便罢，而是强调思

政元素和专业内容相互糅合后的“化学反应”结果，从而使学生能够兼收并蓄消化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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