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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等职业院校美术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的意义

（一）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

美术课程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具有独特的教育价值，而思政

“三全育人”理念下中等职业院校美术课程教学
中融入思政教育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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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三全育人”理念是一种全面、系统、科学的教育理念，强调全员参与、全过程育人、全方位渗透。这一理念的出现

为中职院校美术课程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三全育人”理念下，将思政教育融入美术课程教学中，可以更好地培

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基于此，本文从中职院校美术课程与思政教育

融合的意义出发，分析了“三全育人”理念在美术课程思政教育中的指导作用，并探究了“三全育人”下中职业院校

美术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路径，以期推动中职院校教育的全面发展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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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concept	of	“Three-Whole	Education”	 is	a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education	

concept,	which	 emphasizes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staff,	 the	whole	 process	of	 nurturing,	 and	all-

round	penetration.	The	emergence	of	 this	concept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teaching	

of	 art	 cour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concept	of	“Three-

Whole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civic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teaching	of	art	 courses	

can	better	culti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quality	of	students,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Based	on	 this,	starting	 from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art	curriculum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concept	of	“three-in-one	education”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art	 courses,	and	explores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teaching	of	art	cour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Three-Whole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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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社会，职业教育的发展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社会对于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在

这个背景下，中等职业院校作为培养专业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肩负着为社会培养具备高素质、高技能、全面发展的人才的使命。美术

课程作为中等职业院校的重要课程之一，对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创作能力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传统的美术课程教

学中，往往只注重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了对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探究“三全育人”下中职业院校美术课程教

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路径很有必要。

教育则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品质和人文素养。二者的融合可以使

学生不仅能够掌握美术技能，同时也能接受到思政教育的熏陶，

提升自身的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 [1]。通过美术课程与思政教育的

融合，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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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2,3]。

（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美术课程是一门强调实践性和创新性的课程，而思政教育也

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二者的融合可以为学生提

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平台，引导他们通过实践来发掘自己的潜力

和特长。同时，这种融合教育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

社会责任感，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4]。

（三）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

中等职业院校的教育目标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而美术

课程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

这种融合教育可以让学生在学习美术知识的同时，接受思政教育

的熏陶，培养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观念。同时，这种融合教育

还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平台，如参加各种艺术比

赛、展览和社会实践活动等，拓展其人脉和社会资源，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 [5]。

二、“三全育人”理念

>图1：“三全育人”核心理念

“三全育人”是一种全面的教育理念，旨在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种教育理念强调全员参与、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 [6,7]。

（一）全员参与

全员参与是指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面都要参与到教育中

来，形成教育合力 [8]。学校方面，要求教师关注每个学生，根据学

生的特点进行个性化教学，同时鼓励学生在家庭和社会中积极参与

各种教育活动，形成良好的教育氛围。家庭方面，家长要积极配合

学校的教育工作，关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同时为孩子提供良好的

家庭教育环境。社会方面，各类机构和团体也要积极参与教育事

业，为学校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共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9]。

（二）全程育人

全程育人是指注重时间维度与过程体验。这种理念强调教育

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关注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和变化，从入学

到毕业，从课内到课外，都要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教育和培养。同

时，全程育人也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和人文关怀，让学生在教育

中得到全面的成长。

（三）全方位育人

全方位育人是指多角度、多层次的培养方式。这种理念强调

教育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关注学生的知识、技能、情感、态度、

价值观等多个方面的发展，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对学生进行全

面的培养。同时，全方位育人也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

神，让学生在实践中得到真正的锻炼和提高。

三、“三全育人”下中职业院校美术课程教学中融入

思政教育的路径

（一）深入挖掘美术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1.深入挖掘美术课程中的文化元素

美术课程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元素。在挖

掘美术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时，首先要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文化元

素。例如，通过对中国画、油画、水彩画等不同绘画形式的介

绍，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内涵，加深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10]。同时，通过对不同时期、不

同流派的艺术作品的赏析，让学生了解艺术的发展历程和时代背

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 [11]。

2.关注美术课程中的道德教育元素

美术课程中蕴含着许多道德教育元素，例如通过艺术作品的

创作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同时也可以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例如，在学习素描时，可以引导学

生关注物体的形态、线条的美感以及绘画的技巧，同时也可以通

过绘画的过程让学生体会坚持、认真、细致等品质的重要性。在

学习色彩时，可以让学生了解色彩的心理效应和情感表达，引导

学生学会用色彩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3.发掘美术课程中的社会责任感元素

美术课程中蕴含着许多社会责任感元素，例如通过艺术作品

的创作可以反映社会现象和问题，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

活。例如，在学习版画时，可以让学生了解版画的制作过程和技

巧，同时也可以通过版画的表现形式让学生关注社会现象和问

题。在学习雕塑时，可以让学生了解雕塑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同

时也可以通过雕塑的艺术形式让学生关注社会文化和人文精神。

4.探索美术课程中的职业素养元素

美术课程中蕴含着许多职业素养元素，例如通过艺术作品的

创作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精神。例如，在学习图

案设计时，可以让学生了解图案的基本构成和设计思路，同时也

可以通过图案设计的实践过程让学生学会团队协作和创新思维。

在学习电脑美术时，可以让学生了解计算机技术在美术领域的应

用和发展趋势，同时也可以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实践让学生掌握现

代科技手段和创新思维 [12]。

（二）注重审美体验与思政思考的结合

在中职院校的美术课程教学中，审美体验与思政思考的结合

是实现美术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关键。以下是一些建议：

表1：审美体验与思政思考的结合具体措施

措施 具体措施

精选

美术作品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美术作品，引导学生欣赏并体验其中的艺

术美，并挖掘作品中的思政元素，让学生在学习美术技巧的

同时，感受作品背后的思想内涵。

三全育人

全员育人

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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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具体措施

开展

主题讨论

围绕美术作品的主题、创作背景、艺术价值等，组织学生进

行讨论，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作品所反映的人文精神、历史背

景等，由此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思政思考能力。

结合

历史文化

将美术作品与历史文化相结合，让学生了解不同时期、不同

地域的文化特点和发展历程，由此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

族自豪感，同时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文化素养。

注重

情感体验

欣赏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美术作品，让学生感受到艺术作

品的情感表达和思想内涵，培养学生的情感表达能力和审美

情趣。

引入

社会热点

将社会热点问题与美术教学相结合，引导学生关注现实问

题，并用艺术的手段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培养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和关注现实问题的意识。

创新

教学方法

采用如情境教学、案例教学、探究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 

法 [13]，将美术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积极性，提高美术教育的效果和质量。

（三）加强课外拓展活动，强化思政教育与美术实践的结合

在中职院校的美术课程教学中，加强课外拓展活动是实现思

政教育与美术实践深度结合的重要途径。要积极组织各类美术比

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比赛主题可以结合思政教育，如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由此让学生将在

课堂上学到的美术技巧应用到实践中，同时增强思政意识。要积

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如参观美术馆、博物馆等，

让学生亲身感受优秀美术作品的魅力 [14]。同时，可以邀请艺术

家、专家学者等来校举办讲座或指导，让学生了解更多关于美术

和思政的知识。此外，也要结合课程内容，实施一些实践项目，

如实地考察、社会调查等。让学生走出课堂，深入社会，了解

社会现状和问题。通过实践项目，学生可以锻炼自己的实践能

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关注现实问题的 

意识 [15,16]。

（四）提升教师素养，发挥其在美术教学中的引导作用

在中职院校美术课程与思政教育的融合中，提升教师素养并

发挥其引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要定期组织教师参加美术课程与

思政教育融合的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17]。要鼓

励教师积极学习思政理论，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提高自身的思政

素养。可以通过参加学术研讨会、阅读相关文献、参加思政课程

等方式，让教师更好地理解和传授思政教育内容。要确保教师具

备扎实的美术专业知识和技能，以便更好地引导学生进行美术学

习和实践。可以鼓励教师参加美术学术活动、观摩优秀作品、与

同行交流经验等，以提升自身的美术素养。也要强调教师的职业

道德和教育责任，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和价值观念 [18]。

通过弘扬优秀师德师风、加强师德培训等方式，培养教师对学生

的关爱和敬业精神，使其能够更好地肩负起在美术教学中融合思

政教育的责任 [19,20]。

四、结语

未来，要进一步探讨“三全育人”理念下中等职业院校美术

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具体方法，以期为中等职业院校的美

术教育提供更加科学、全面、系统的指导。同时，也希望通过本

研究，能够引起更多人对中等职业院校美术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

教育的关注和重视，推动中等职业院校教育的全面发展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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