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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但是在我国高校以往的教学之中,通常将美育和思想

政治教育割裂,然后分别开展相关教学活动,导致二者的教育效果被削弱。将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融

合之后,能够同时使二者得到发展,二者通过优势互补,共同推进高校教育的进步,在人才培养方面为高校

提供更多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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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in the past teaching of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usually separated, and then relevant teaching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respectively, leading to the 

weakening of the educational effect of both.After the integr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y can be developed at the same time. All the two can jointly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college education through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provide more impetus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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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新时代到来后,我国教育

领域内部发生的新变化,我国高校应当

同时重视美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具体

的教育之中做到有效创新。在实现“美

育+思政”的融合之后,能够满足我国教

育领域当前对高校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也是我国高校提升教育水平的全新途径,

在帮助高校学生提升其能力以及素质的

同时,使高校学生能够做到全面发展。 

1 美育与思政二者之间存在的

教育契合 

1.1教育目标一致性 

我国高校之所以开展思政教育,是

因为思政教育的目标为能够使高校学生

产生正确的政治信仰,提升高校学生的

思想道德水平。而我国高校开展美育的

根本目标,就是引导高校学生发现美、欣

赏美以及创造美,产生并强化正确的审

美情趣。无论是美育还是思政教育,其载

体都是课堂教学,在实际开展教学活动

的过程中,高校学生的情感被钝化,心灵

也随之而升华。不仅如此,美育和思政教

育都可以促进高校学生获得综合性进

步。在深入研究美育以及思政教育的根

源之后,会发现二者的标准都是“真、善、

美”,对高校学生的健全人格进行培养,

从而保证高校学生当前和未来的发展,

不会偏离正确的轨道。由此可见,无论是

美育还是思政教育,二者的教育目标有

着显著的一致性,因此二者在教育方面

能够做到有机融合。 

1.2教育内容相似性 

美育和思政教育之间存在诸多相似

之处,我国高校在进行思政教育活动的

时候,会发现思政教育的过程就是价值

引领的过程,旨在提升高校学生的人文

素养,而在进行美育教育的过程中,其内

容为强调发现、欣赏、创造和体会美。尽

管美育和思政教育二者的教育目标以及

教育形式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实际落

实的过程中将激励作为主要手段,通过

榜样对全体学生进行教化。思政教育有

着科学性和逻辑性特征,美育则有着强

烈的艺术性特征,但实际上二者在内容

方面有着程度较大的共通性。因此,我国

高校的教师需要对二者的共通之处进行

把握,积极开展各项教育工作,从而使相

关教育工作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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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教育功能互补性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高校在美育

和思政教育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具

体而言,思政教育在开展过程中,会体现

出特定的功能,主要为推动学生全面发

展以及进步。在思政教育的内容之中包

括“真、善、美”三个主要内容,而在美

育教育的开展过程中,其主要教育功能

为促进“真、善、美”三者做到有机统

一,因此,美育和思政教育之间的互补性

应当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使思政教育内

部也具备美育相关的内容,同时使思政

教育内部具备更多的、鲜活的教学元素,

从而使高校学生在接受思政教育的时候,

不会只是单一的接受思想道德与文化知

识等方面,而是能够做到与艺术化元素

相结合,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也变得更

为彻底。 

2 在新时代融合美育与思政并

进行发展的策略 

2.1转变教育观念使两者融合发展 

在进入新时代之后,要想使我国高

校在美育和思政教育之间形成融合并同

步发展,首先应当做到转变现有的教学

观念,在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

促进二者深度融合。高校内部的教育工

作者必须明确美育与思政教育所具备的

价值以及意义,同时对二者之间存在的

联系进行重视并且把控。以往的高校在

开展教育活动的时候,通常忽视美育教

育,将大量精力用于思政教育,现如今应

当对构建思政教育和美育的重要机构进

行建设,同时配置专业人员进行管理,积

极实施指导与监督活动。为了使美育能

够在开展之后得到应有的关注,我国高

校应当开发全新的课程,同时实施文化

层面的建设,分析美育相关的课题。 

不仅如此,我国高校应当引导和鼓

励相关教育工作者,并要求教育工作者

主动挖掘所有课程之中具备的美育以及

思政教育资源,对现有的教学内容加以

补充,从而使美育和思政教育之间的融

合,能够拥有良好的铺垫。例如,高校在

融合美育以及思政教育的过程中,如果

高校内部存在忽视美育、过度重视思政

教育的情况,就必须在第一时间进行改

善,从而使美育所拥有的艺术性能够在

实际教育过程中发挥出来,同时思政教

育也应当积极开展,帮助高校学生提升

其思想道德水平,从而真正实现美育和

思想政治教育二者之间的融合发展。 

2.2现有的教学内容应不断完善 

美育和思政教育之间存在相似性,

其相似性会在内容之中得以体现,因此,

我国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应当将二者的内

容作为融合与发展的切入点,在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的时候,需要积极融入美育相关

的内容,使思政教育的内涵得到深化,彰

显教育工作的根本价值,同时对高校学生

的正向审美能力进行培养,不断引导高校

学生取得长远性进步。美育能够将思政教

育相关的元素进行挖掘, 终通过各种各

样的教学形式,促进真、善、美三者之间

在发展中产生和谐统一的关系。 

在融合思政教育以及美育的过程中,

必须坚定不移地将贯彻和弘扬真、善、

美作为教育重点。我国高校应当运用美

育之中的“真”,不断感化高校学生。美

育之中的“善”就是教育工作开展的关

键性追求,而且也是开展思政教育的一

个关键性目标,高校学生在发现、感知与

体会“美”的过程中,控制和约束自身的

思想以及行为,而后能够使高校学生身

处思政教育和美育教育内部,切实的体

会到“善”所赋予的色彩。因此,我国高

校应当将“美”作为开展美育以及思政

教育两项教育工作的主导,在具体实施

教学工作的时候,需要通过“美”引发广

大学生的思想共鸣。例如,在开展教学的

过程中,如果教师发现教学内容有欠缺,

就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对现有的教学内

容进行合理完善,从而真正使思政教育

与美育之间达成融合并顺利发展。 

2.3在教学创新的同时优化沉浸体验 

就我国各类高校而言,是否运用了

有效的、科学合理的教学方式,会直接对

思政教育与美育的融合发展成果产生直

接影响,而且由于采用的教学方式不同,

教学获得的成效会表现出显著差异。为

了使思政教育能够和美育真正进行融合,

高校内部的教师应当在选择运用教学方

式的时候,将“美”这一要素作为选用教

学方式的一项重要标准,运用美好的事

物和言行开展各项教学活动,同时在弘

扬“美”的同时,帮助学生们不断深化学

习所带来的体验。 

因此,高校内部的教育工作者需要

对教学方式加以创新,使融合后的体验

不断深化,同时借助现代化的科技,建设

网络云平台,为高校学生提供更多与

“美”相关的学习资源,从而使高校学生

受到熏陶。例如,在开展思政教育以及美

育教育的时候,教师可以利用微课、慕

课、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多种创新的教

学方式,使学生运用多种途径,对美育以

及思政教育相关的内容产生兴趣并学习,

此举不仅可以提升学生们的审美素养,

也可以帮助学生们提升思政水平。 

3 结论 

综上所述,新时代到来之后,高校需

要积极响应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在明

确新时代变化的基础上,摒弃“厚此薄

彼”的教学方式,积极促进美育和思政教

育进行融合并发展,明确美育和思政教

育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积极寻找能够

促进二者深度融合的策略,为高校培养

高水平以及高素质人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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