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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日益融入到各个学科的教学中,“三全育人”教育理念的提出

与课程思政的内容不谋而合,形成协同效应。本文以“三全育人”的概念入手,从理论上探索美术课程思

政中实现“三全育人”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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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全育人”是新时代下培

养人的全面素质的要求 

“素质”有多个含义,一般而言,素

质主要是指个人文化水平的高低,身体

的健康程度等。素质教育,简而言之,就

是提高素质教育中的三类素质,具体而

言,就是对人的政治、思想、道德、业务、

审美、劳技、身体和心理素质的培养。

素质教育进入了新的时代,主要围绕着

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

养人这三个问题展开。德育是素质教育

的关键,《左传》曾提出：“夫令名,德之

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

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中国从

古至今就是一个以“德”为先的国家,

正因为我国德育始终与国家的命运联系

在一起,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

对我国传统的德育进行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构建一种符合当今时代发展的德

育新模式,使德育能够发挥其时效性。 

尽人皆知,育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工程,对育人工作的开展需要社会各方

面的配合与支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学校在实施立德树人的教育过程中,应

使思想道德、文化知识与社会实践的教

育相互结合,形成教书育人、实践育人、

文化育人的教育格局。“三全育人”经历

时代的打磨与历练,现已成为一种被广

大教育者普遍接受的指导思想和教育理

念,此理念既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也不

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可以通过实践

活化到我们教育教学的工作中。“三全育

人”教育新理念的提出与实施,既顺应了

时代发展的要求,又与新时代下德育工

作的要求高度契合,是我们在探索德育

工作的过程必须高度重视的课题。 

2 “三全育人”的概念界定 

2.1“三全育人”概念释义 

“三全育人”,是“全员育人、全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三者的简称,其指导

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

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三全育人”是从

时间上与空间上构建出全方位的育人格

局,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和空间上的延

展性,真正使教育普及到整个社会。 

全员育人：是指由学校、家庭、社

会、学生组成的“四位一体”的育人机

制。全员育人要覆盖到整个社会体系的

方方面面,它包括家庭的每一位成员,社

会上的每一位公民,学校的全体师生,不

再局限于学校这一单一的格局。在中国

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全员育人的实

施,对于那些早期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能

够弥补早年教育缺失的遗憾,切实提高

全国人民的综合素质水平。 

全过程育人：是指学生自踏入校园

到学习的过程中,至未来的成长过程中,

从每个学期的开学到结束,从课内到课

外,从校园到校外,都进行持续性的,不

间断的思政教育。全过程育人,注重时间

上的延续性,贯穿于学生成长的一生,避

免“断层”式教育,使教育环环相扣,层

层递进,让教育从一而终的渗透于学生

成长的每一个环节中。 

全方位育人：全方位育人,是指充分

利用各种教育载体,主要包括校园文化、

社会美育活动、课外实践、美术学科与

其他学科的互通与构建,将思想政治教

育寓于其中。全方位育人,关键在于空间

上的延展性,使得学生的教育在校园中

“茁壮成长”,在社会中“历经风雨”,

使学校和社会相互融合,形成校内校外

合力育人体系,构建全方位育人格局,帮

助学生在人文素养、社会关怀与家国情

怀等方面的磨砺与提升,实现学生综合

素质的全面提高。 

2.2在“三全育人”中实现育心与育

德相结合 

“三全育人”以立德树人为核心,

立德,就是坚持德育为先,通过正面教

育来感化人、激励人,品德的优劣,主要

体现在心性的好坏上,因此在立德树人

的教育中要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结合。对

心性教育的研究在古代就已有所体现,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

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

也”。所谓心育有形,育心无痕,说明育

人要先从培养其心性作为伊始,而育人

的方式与手段是通过有形的东西来进

行,比如：语言,行为,亦或是某事来引

导其学习和提高。心正则身正,身正则

行正,在教育中我们应加强对学生心性

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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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德就是培育人的道德品质,道德

教育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最早可以追溯

到先秦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经》,老子说：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

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所说的“德”,

就是指人的品德。新时代下的德育是在

继承古代德育思想的基础上,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批判性的继承了优秀的德育

思想,在全员全方位全过程中实现立德

树人。 

3 适应时代需求的小学美术课

程思政  

21世纪是一个科技文化高速发展的

时代,是一个充满机遇、挑战和未知的时

代,就美术教育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图

像化、视觉化的新时代。美育是全面发

展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课程思政是就当前教育形式下实行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教育理念,实现

“三位一体”的教育格局,令课程思政与

各学科并行不悖,形成协同效应,把“立

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现阶段,

学校课程思政的首要目的就是深刻领悟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思政

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全师生的文化自

信与思想品德水平,在美术教育的过程

中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提高其审美情操,培养学生的心

灵美和行为美。例如小学美术示范课《蚂

蚁搬家》的优秀课例,教师设计了一个课

堂教学活动环节,让若干个学生共同来

扮演蚂蚁搬家的行为,通过表演的游戏

环节,让他们在娱乐中学会了团结与合

作。在课堂环节的这两个活动中,充分体

现出教师将树立学生团结合作的品质教

育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并让学生体会到

合作与互助的快乐。课堂思政通过适合

学生兴趣的教学活动,发挥美术学科教

学特有的生动活泼的特性,在潜移默化

中对学生进行德育的教育,这也体现出

美术课本身特有的操作性、娱乐性和趣

味性,有利于提高课程的思政教育。 

美术教育对培养人的审美品位、审

美能力、创造力、人文精神以及美术素

养等都有其独到之处,是其它学科所不

能替代的。如在全员过程中培养人的创

造力,美术因其与生俱来独有的艺术魅

力,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相较于其它学科

都会更加偏爱美术学科,更能唤醒人们

的动手能力,激发创作的欲望。美育能够

提高人的艺术素养,审美素养和综合素

养,在美术教育的过程中或以润物细无

声的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审美观,或是寓

教于乐,在乐趣中助人成长,这正是美育

的魅力之所在。把课程思政融入到美术

课程中,通过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与全

方位育人的育人格局,使思政教育渗透

到学校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既是对国

家教育政策改革做出的积极回应,也是

吻合时代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进入

新阶段,培养新型人才做出的努力尝试。 

4 结束语 

美育当随时代,在新时代课程思政

潮流的引领下,切实贯彻“三全育人”的

教育新理念,使美术课程思政融入到全

员、全方位和全过程的教育体系中。而

小学阶段是人格塑造和小学生行为养成

的关键时期,是儿童思维的发展开始由

具象思维向逻辑思维转变的重大转折时

期,我们要利用好这个关键时期,通过美

术教育的方式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让学生从小接受全面的素质教育,为以

后的成长成材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实

现“春播桃李三千圃,秋来硕果满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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