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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美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教育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在当前的大学教育中，社会现实的压力

会非常直观地映射到高校教育中来，功利化、空虚化、自由化、盲目崇拜等思想在高校中屡见不鲜，其原因是脱离现

实的教育无法走入大学生的内心，纯粹的知识化传承无法适应社会现状，而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美育的大力推动。

社会对于精神文明的追求和人文情怀的提高，更需要大学生具有审美情怀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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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高校美育环境的简要分析

《美育书简》是１８世纪德国美学家席勒关于

美育的第一部专门论著，席勒首先提出了“美育”
这一名词，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美育的性质、功能和

意义，形成了美育理论体系［１］。此后，相关论著层

出不穷。在国内，美育的发展有着相当长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美育在各历史阶段均

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五四以后，美育更是得到

王国维 先 生 与 蔡 元 培 先 生 的 倡 导 与 推 广。１９９６
年底，国家教委出台文件，规定高等院校不仅要开

设关于美育的选修课，而且要给学生配备专职美

育教师。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努力，美育现已成为

高校教育以及人文素养中非常重要的知识体系。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培育和造就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它包括

思想理论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

育等。”［２］近些年，国家对高校思想政 治 教 育 的 重

视程度空前提高，找到适合的方法与途径展开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变得尤为迫切［３］。
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

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也

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４］。现在 的 大

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更多地局限于自我的世

界里，关注自我感受、自我发展；较少关心他人的

感受、需要，在满足自我需要的基础上才考虑“利

他”；重竞争轻合作，重个性张扬轻群体融通。这

就导致大学校园的人际关系变得冷漠，造成了大

学生对家庭、社会、自然无节制索取，更为严重的

是许多大学生表现出自私、偏执、孤独、焦虑等不

同程度的心理疾病，在人际交往和其他社会活动

中表现出道德认识的偏颇、情感的淡漠、意志的薄

弱等。这与美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缺场有

关，同时对于二者的结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美育“不仅仅是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它更

应该是一种教育理念、教育艺术，应贯穿在整个教

育过程 中，并 渗 透 在 一 切 教 育 活 动 当 中”［５］。为

此，当代大学生美育工作除了必须契合思想政治

教育，还要慎重对待当前的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数
字化 时 代 的 审 美、商 业 化 理 念 下 的 价 值 观 念 等。
在如此功利化的现实环境中，如何重建人文精神

与人文关怀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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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美育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缺失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配备齐 全，知 识

体系 明 确，但 是 教 育 效 果 却 不 尽 人 意，呈 现 空 心

化、口号化倾向。社会现实的压力会非常直观地

映射到高校教育中来，功利化、空虚化、自由化、盲
目崇拜等思想在高校中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是脱

离现实的教育无法走入大学生的内心，纯粹的知

识化传承无法适应社会现状，解决这些问题都需

要美育的在场。大学生普遍存在的精神空虚与方

向迷失问题，迫切需要高校大力提倡美育与思想

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

要存在以下问题。
思政课所受关注度低。当今社会节奏越来越

快，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大学生习惯从实用角度出

发，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专业课和社会活动上，思政

课俨然成为大学中最不受关注的课程类型。
思政课参与度低。思政课的教程由于没有紧

跟时代的步伐，不易引起大学生的共鸣，导致学生

对于 该 课 程 的 参 与 度、学 习 意 愿、接 受 度 普 遍 较

低，甚至有很多学生根本不认同当下的思政课程

内容。学生参与度不够成为当前思政教学难以突

破的瓶颈［６］。至此，思政逐渐成为边缘学科，这与

其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性是不匹配的。
辅导员队伍专业素养不高。学校内担任思政

工作的辅导员多为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或是由

高年级学长兼职担任，他们往往缺少人文学科背

景、美育基础，无法提供有温度的情感沟通，一定

程度上导致学生的不配合。加上辅导员自身的专

业素养有待提高［７］，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呈 现

一定的梗塞状态。
思政课程缺少美育参与。不少学校在思想政

治教育过程中将课程设置为纯粹的马列课程，只

是体现课程设置的深度，没有兼顾课程广度，更没

有关注新时期大学生的精神生活需求。这对高校

培养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全面发展的大学生是非

常不利的。
信息化 时 代 下 审 美 人 格 的 引 导 困 境。电 子

化、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与知识的传播速

度越来越快，大众化的审美侵袭与干扰众多审美

知识的传播与推广。在当今社会，文化创造相对

浮躁，功利化思想比较严重；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利

益，忽视了文化创作本身的美学要求和正能量；垃
圾影视作品层出不穷，网络和综艺节目中各种无

下限 炒 作 比 比 皆 是，不 断 腐 蚀 国 民 的 正 确 审 美。
大学周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爆炸性事件，各类“网
红”事件层出不穷，使得许多大学生被误导。有的

大学生盲目追求被关注，追求影响力，分不清美与

丑，做事盲目追求特立独行，不善于发现大众文化

传播中潜藏的负面因素，影响心智的发展与健全。
校园文化建设的落后。大学曾经是社会风气

的开端，是知识传递的圣地，校园文化建设有利于

大学生审美教育的开展。良好的校园环境是大学

生耳濡目染的审美环境，对其人文情怀的培养有

着切实的重要性。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
大学“千校一面”，无法呈现厚重的大学积淀。远

离市区的大学城，更无法使学生进一步感知城市

的发展以及其特有的文化特点。校园中固定的文

化活动、讲座等得不到学生的认可，这些都是当前

大学美育 在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中 的 缺 失 所 引 发 的 问

题。

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美育结合的路径

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美育结合主要表现在教

学内容的有机融合、教学艺术的美育化、教育渠道

的多元化和时代化。
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开展爱 国 主 义

教育。“当教师更多地懂得了美的素质怎样深入

人们的生活，当他们能有意识地来完善、扩展这种

美 的 体 验 方 法 时，他 们 也 就 踏 上 了 教 学 艺 术 之

路。”［８］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 开 展 爱 国 主

义教育。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坚定的弘扬者和

实践者，始终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做是

自己的历史使命。无论时代怎么发展，社会如何

进步，爱国主义教育都是思想政治教育永恒的主

题。
加强历史文化教育在思政教学中的比重。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历史系戴安娜·诺维茨

教授说：“没有历史头脑的民族是健忘的民族，一

觉醒来，他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了解历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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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大 学 生 的 民 族 自 豪 感。倡 导 爱 国 从 小 事 做

起，鼓励大学生从身边小事做起，遵纪守法，争做

爱国主义最好的执行者与诠释者。
弘扬传统美德，重视在思想政治教育 过 程 中

贯穿美育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

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

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

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道德基础［９］。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

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

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取决于其

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

扬传统美德，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

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

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
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１０］。

思政工作要讲求方式方法，追求思想 政 治 教

育的形式美。大学生都是成年人，有自己的想法

和一定的分辨能力。思政工作者在与学生沟通时

要学会换位思考，充分了解他们的想法，有意识地

激发其积极正面的价值观，引导学生慢慢消除对

于思政课的消极态度，使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得以

发挥，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在思政

教育中要利用年轻人思想活跃的特点，提倡与实

现大学生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逐步提高大学

生在思政教育工作中的参与度，潜移默化地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给大学生。绝大多数大学

生满怀理想与抱负，他们并不认同现在高校中过

分功利的文化环境，这就要求思政工作者要对这

类积极向上的大学生给予足够的鼓励和帮助，进

一步帮他们树立信心。
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让有能力和有 精 力 的

教师加入进来，让思想政治教育与美育结合有了

队伍保障。辅导员要积极参加学生的社会活动，
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审

美情趣，提升他们处理突发与危险事件的能力，使

其在社会活动中真正得到锻炼。
加强校内新媒体建设。新媒体作为校内学生

了解信息的窗口，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对于大学

生关 心 的 问 题 要 在 网 站 上 及 时 回 复，帮 助 解 决。
在内网的基础上，运用新媒体技术，完善贴吧、微

信群、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交流平台，了

解学生动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此类平台

只要能解决实际困难，便有了实用性与权威性，其
展示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被学生真正接受。

与校外高端平台积极合作，为学生搭 建 自 主

创新的平台。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创新能

力则是大学生就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强调创新型

人才的今天，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学校的重

中之重。在与校外平台合作的过程中，学校要积

极鼓励创新、鼓励原创，不仅使学生获得宝贵的经

验，更要获得自主创新的能力。
以美育助推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对于大

学生来说，良好的文化素质是形成良好的思想道

德和业务素质的重要基础，这体现了一个人的文

化涵养，为他们未来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坚实

的文化基础。高校要多开设与美学、社会学、艺术

等紧密相关的课程，其中的重点就是传统文化的

普及和教育。学校要有计划地组织开展传统文化

的专题讲座，组织古诗词朗诵比赛等活动，将传统

文化渗透到学生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这样不仅

能丰富大学生的校园文化活动，还能让学生真正

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并在此过程中提高

文化修养，提升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感。
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高校要建立相

关大学生心理健康档案，随时了解学生动态；对于

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要进行一对一帮扶，使其早

日走出心理问题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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