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育教育 | MORAL EDUCATION

164 |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试析农业院校美育教育发展路径

——以黑龙江省农林高校为例
叶子犀，阚文博，钟黎，陈文璐，谢善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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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前，各级各类高校日益重视美育教育工作，但各高校办学特色和学科特点不同，美育教育开展层次和程度各异。就黑龙

江省农林高校而言，一方面，美育教育存在“人文素质教育总体偏弱”“美育课程设置与专业课程缺乏有效结合”“美育教

育与红色基因结合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黑龙江省农林高校拥有得天独厚的农业学科和红色资源优势，以二者为立足

点，探索黑龙江省农林高校美育教育的发展路径，可为全国农林高校美育教育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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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t present, all levels and typ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work of 

aesthetic education, b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esthetic education to carry out the level and degree of different. In terms of Heilongjiang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one hand,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weak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in general", "lack of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insufficient combin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red gene". and "insufficient combin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he red gene" and so on. On the other hand, Heilongjiang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blessed with the advantages of agricultural disciplines and red resources. Taking the two as the 

foothold,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Heilongjiang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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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和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全面实

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对学校美育教育作出重要部署。就农林高校而言，以美育教育为契机，培育“知农爱农、强农兴农”人

才，是推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本文以黑龙江省农林高校为切入点，分析其美育教育开展情况和存在问题，以期为全国农林

高校美育教育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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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林高校美育教育基本状况

（一）发展趋势

随着高校美育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美育理论研究与

美育教学实践的探索都在不断深化。与之相应，农林高校人才的

培养也开始向美育教育倾斜，农林院校毕业生不仅要有扎实的专

业知识，还应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品位。[1]美育建设发展具

体体现在若干方面：

1.资源投入不断增加。一些农林高校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增加

了对美育的资源投入，例如增加了美育项目经费，聘请专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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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改善设施和资源等。首先，农林高校将更多资金用于购买艺

术材料、音乐器材、戏剧道具等，以满足学生的不同艺术需求，

同时举办更多的艺术活动，如画展、音乐会、戏剧表演等以丰富

学生的艺术体验；其次，聘请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美育教

师，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艺术领域的理论知识，并在实践中不断

提高他们的艺术技能；第三，农林高校还致力于改善和扩建美育

相关的设施和资源，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2.美育活动形式多元化。首先，为了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兴趣

和需求，农林高校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美育活动，体现在音乐、

艺术、文化等方面，为学生挖掘自身潜力提供了机会。其次，举

办音乐会、合唱比赛等活动，让学生施展音乐才华，提高音乐素

养。第三，鼓励学生参加绘画、雕塑、摄影等各种艺术课程和展

览，提高他们的创造力和审美能力。第四，举办文化节、戏剧表

演、文学讲座等活动，帮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促进跨文化

交流。多元化的美育活动不仅让学生在不同领域中发现兴趣，也

提升了他们的美学素养和综合素质。

（二）共性问题

虽然美育建设发展趋势整体向好，但也还存在诸多问题。高

校美育工作中存在“名高位低”的情况，其根源在于美育观念的

偏差和美育实践环节的薄弱。[2]在农林高校，美育教育在高等教育

工作中仍处于边缘化地位。[3]主要表现为：一是教学资源不足，缺

乏足够的资金、场地、设备和材料，这限制了美育活动的多样性

和创新发展。二是师资短缺，美育课程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赖于

专业课教师，这在农林高校中尤其显著。三是部分学生对美育实

践活动缺乏兴趣，主观上认为此类活动缺乏实用性，无法满足现

实的升学、就业等利益诉求。四是评价体系不够完善，农林高校

普遍缺乏科学的美育评价体系，使其难以准确、客观地评估美育

活动的效果和质量。

二、黑龙江农林高校美育教育问题现状与原因分析

（一）发展趋势

黑龙江省农林高校对美育教育的关注度有所提升，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课程开发。学校加大了对美育课程的投入

和开发，以确保学生在艺术、文化和创意领域获得充分的教育。

二是增加资源投入。学校尽可能投入更多资源，包括设施、师资

和教学工具，以支持美育教育的发展和实施。三是进行研究和学

术活动，学校鼓励教职工和学生参与美育领域的研究和学术活

动，以促进美育知识的创新发展。

（二）存在问题

1.人文素质教育整体薄弱。农林高校中以文化人、以美育人

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致使师生中“重农、学农、亲农、爱

农”意识有淡弱趋势。[4]

2.美育课程与专业课程结合不够。农林高校通常将美育课程

限制在艺术教育范围内，没有从生态美学、环境美学、昆虫美学

等农林学科领域激发学生审美潜力。

3.美育与红色基因结合不足。红色教育与美育相脱节，思政

教学内容存在审美缺失，未能充分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在美育教育

中发挥应有的作用。[5]

（三）原因分析

1.人文素质教育总体偏弱问题原因：以农业学科和专业知识

教育为主，而人文素质教育居次，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师资和教学

资源不足，导致人文素质教育的薄弱。

2.美育课程与专业课程结合不够问题原因：一方面专业课与

美育课程设置相分离；另一方面美育课程局限在艺术教育，未能

充分释放专业课程中的美育内涵。

3.美育教育与红色基因结合不足问题。一是高校对于红色文

化本身呈现出的精神内核和艺术价值的重视程度不够、理解不

深；二是红色文化资源的宣传教育缺乏感召力和感染力，不易引

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三是部分高校的美育教学方法僵化，红色文

化资源的展现形式过于单调，未能采取青年学生喜闻乐见、互动

性强的形式，缺乏美感和亲和力，难以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探索的

兴趣和热情。

三、农林高校美育教育发展对策建议

（一）持续补强高校美育建设的弱项

1.明确价值观和目标，建立美育体制机制。首先，农林高校

需明确美育的核心价值观和具体目标，深刻认识到美育对于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作用。因此，澄清当前美育理念的误区，突

破美育工作薄弱的困境，强化美育实践落实机制的建设，成为推

进高校美育工作的必然路径。[2]新时代的高校美育，要紧紧抓住人

性教育这一本质，塑造学生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努力

在全社会打造现代化的“大美育”体系，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美

育发展和青年学生全面成长的氛围。[6]

2.开展师资培训，增加活动资源投入。提升专业课教师的美

育教育能力是美育工作的重要一环。一是提供相关的培训和发展

渠道，以确保教师具备足够的美育教育专业知识和教育能力；二

是要增加资源投入：高校需要投入足够的资源以支持美育项目的

开展，包括艺术设施、文化活动和教材等；三是开展美育活动：

高校应该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美育活动，包括艺术展览、音乐

会、文学讲座、戏剧表演等，丰富学生的美育体验。

3.利用数字技术赋能，进行评估和改进。数字技术的迅猛发

展引发了知识呈现和传递的革命性变革，正重塑着包括美育在内

的高等教育形态。数字技术的“用户画像”、大规模化、线上线

下融合和及时动态等功能，有助于实现高校美育精准施教、资源

共享、方式多元和量化评估。[7]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定期评估

美育工作的效果，收集反馈意见，并根据结果进行改进，能够有

效提高美育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二）凸显农林高校美育建设的学科特色

1.美育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将美育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

合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促进学生创新能力，提

升学生的美学素养。开展该培养模式研究，有利于提升非艺术背

景专业毕业生的审美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专业教育，提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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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学习兴趣，对未来其他院校美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模式研究具有

指导意义。总的来说，在农林高校将美育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结合的

培养模式有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使学生不仅具备农林领域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具备良好的综合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8]。

2.美育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首先，农林高校可以通过深

入农业生产和研究，探索与之相关的艺术表现形式，包括诗歌、

绘画、戏剧、音乐等艺术创作形式。这种综合性的方法有助于将

农业科学的理论知识转化为更加感性和有趣的体验。例如，学生

可以通过写诗来表达农田的宁静和生机，通过绘画来展现农作物

的多彩和生长过程，通过戏剧来演绎农业工作者的生活故事，通

过音乐来传达与大自然相融合的感觉。这种独特的体验为学生们

提供了更加亲近大自然的机会，并可以将这种亲近感转化为他们

创作的灵感源泉，使他们的艺术作品不仅仅表达了美的概念还传

达了与农业生活密切相关的情感 [9]。

3.美育教育与逻辑思维相结合。农林高校可以积极探寻农业

科学中逻辑思维的美学意蕴。在教育过程中，我们可以将艺术与

科学紧密结合，以培养学生们的综合素养和创造力。举例而言，

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叉学科教学，如绘制科学图表、创作科普漫画

等，这样能够将抽象而复杂的科学知识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

从而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些概念。一方面它能够帮助学生将

艺术和科学领域的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拓宽自己的视野。另一方

面通过创意性的学习方法，学生们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农业科学

中的逻辑思维和原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10]。

（三）红色基因融入美育教育

1.红色基因融入美育教育的必要性

红色文化与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和重大意义。红色基因是中国革命历史的宝贵遗产，大学肩负着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使命，而立德树人是检验高

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必须把高校建设成为红色基因传承的坚

强阵地，通过解读共产党人的遗传密码，让红色基因融入大学生

血脉，使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传承红色基因可以培养学生对社会

的责任感和民族情感，提升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美育教育以艺

术作品的形式，可以引导学生培养对祖国的热爱和对革命先烈的

尊敬，激发其为国家和民族贡献力量的强烈愿望。

2.红色基因融入美育教育的可行性 

一是开设红色文化教育课程。农林高校可以开设专门的课

程，重点介绍与农业革命和农民运动相关的历史事件和文化内

涵。该课程可包括农业革命的历史演变、农村改革开放的影响以

及农民运动的重要事件等内容。通过此类课程，学生能更深入地

了解中国农村历史，培养对红色文化和美育的兴趣和认识。二是

举办丰富的红色文化活动。农林高校可以组织各种红色文化活

动，如纪念农民运动的展览、农村改革开放的座谈会和红色主题

的文艺演出等。三是制作红色基因教育材料。如：制发红色基因

文化手册、纪念物品，建立红色基因数字资源库等，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传承红色文化和提升美育素养。四是加强校园文化建

设。包括注重校园文化环境的育人作用、强化大学生的文化主体

意识和创新意识三方面，促进红色基因融入美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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