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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机制研究
罗嘉欣，徐义渝，付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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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五育并举”中“五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相互独立，又高度关联，具有坚实的融合基础和

重要的融合价值。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师要将美育的心灵教育、情操教育、审美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品质

教育、思想行为引导、理论知识讲解进行融合，构建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机制。所以，笔者首先分析两者融合发展

的现实基础，而后结合实践经验提出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机制构建路径，旨在为落实“五育并举”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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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esthetic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five educations" 

in the "five educations in parallel", are both independent and highly correlated, with a solid foundation 

and significant integration valu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eachers 

should integrate th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sentiment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with the quality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behavioral guidance, and theoretical knowledge 

explan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build an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realistic basis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and then proposes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experience, aiming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ve educations in parall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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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院校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基础

（一）育人对象重合

在高职教育领域，两者教育对象都是学生，而且高职阶段正

是学生形成“三观”的关键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学生需要全方

位接受文化熏陶、高效开展学科知识学习。所以，两者育人对象

上的重合性，决定了它们具备相互融合的基础。[1]

（二）育人目标具有共通性

高职院校的美育侧重于人文素养、审美能力培养，而思想政

治教育则侧重于道德行为、价值观念引领，虽然两者的育人侧重

点各有不同，但是其育人目标具有高度共通性。[2]它们都是以促进

高职院校的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互通互融，具有融合基础，而且他们的融合发展有助于推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新时代高职

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教师需要构建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机制，深化两者融合层次，实现以德涵美、以美育德，促进“五育并举”

理念在高职教育中的落实，为学生全面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提升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

量为目标，实施各项育人措施。所以，它们都是高职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3]

（三）育人手段互相补充

从育人手段上来看，两者之间是互相补充的关系。高职美育

重视学生审美体验、感性认知，而思想政治教育则更为重视思维训

练、理性分析，所以前者是利用艺术化形式增强学生创造力、引发

学生情感共鸣，后者是通过知识传授、实践活动的方式深化学生对

美的理解、强化学生的道德认同。[4]它们在育人手段上的互相补充，

决定了它们的融合发展，有助于丰富高职育人方法，拓展美育、思

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内容，是深化高职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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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职院校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现状

（一）育人载体与形式存在短板

在高职教育中，两者融合发展的主要载体与形式有社会实践

活动、校园文化建设以及课堂教学。[6]这些较为传统的育人载体

与形式，虽然操作性强，能够促进两者的初步融合，但是不能满

足两者融合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对两者融合发展造成一定限

制。其中，课堂教学的育人活动往往停留于理论层面，很少融入

实践操作活动和情景体验环节；校园文化建设则更加容易流于形

式，很难实现两者融合；社会实践活动由于组织相对松散，所以

育人效果难以得到保证。所以，两者融合育人的载体与形式存在

短板，其对学生的吸引力、亲和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7]

（二）师资队伍建设相对滞后

师资队伍建设工作的滞后性，是目前阻碍高职美育与思想政

治教育进行融合的关键因素之一。[8]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理念影响，

部分高职院校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侧重点集中在专业技能训练，对

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建设、师资配备则较为忽视。所以，

美育、思想政治师资队伍建设长期在高职院校中处于边缘位置，

很多时候美育课程教师是由其他艺术类学科教师兼任，思想政治

教师则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兼任。美育、思想政治教师是由

其他学科教师兼任，时间与精力难免紧张，无法在美育与思想政

治教育融合发展方面进行更多有益尝试。[9]

三、高职院校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机制构建路径

（一）构建认知支持机制，增强价值认同

1．建立两者融合发展的理念共识

在高职院校推进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构建两者融

合发展机制，需要从发展理念与共识的建立入手开展各项工作。[10]

换言之，院校学生、教师、领导都需要认同两者融合发展的育人

理念，并达成共识，这是两者有机融合的基础。这要求院校坚持

“五育”融合，统筹规划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协调美育课

程与思想政治课程建设，加强不同学科教师之间的相互合作与交

流；教师树立“美育 +思想政治”的育人理念，提升跨学科教学

实施能力，积极尝试以德涵美、以美育德；学生要形成对教育的

深刻认识，了解全面发展对实现个人价值、追求个人幸福的重要

意义。[11]从领导到教师再到学生，都对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

发展形成正确认知，在思想上达成统一，能够为两者融合发展奠

定基础。

2．健全两者融合发展的制度

两者在高职院校的融合发展，需要相应制度作为指导和支

撑。高校要从制度层面为课程建设、教学评价、育人模式创新、

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保障，是各教学要素、教学全过程都符合“美

育 +思想政治”的育人理念；要为“美育 +思想政治”育人模式

的构建提供经费支持，促进相关教学实践、学术研究工作的有效

开展。[12]制度为两者融合发展赋能，能够真正让“五育并举”根

植师生内心，并外化于行。

（二）形成强效机制，做到行为共振

1．建立“美育 +思想政治”的教学团队

两者在高职院校的融合发展，需要建立“美育 +思想政治”

的教学团队。该团队由美育教师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组成，为

不同科学教师之间相互交流育人经验、共享育人资源搭建了桥

梁。以团队活动为载体，美育教师可以指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美育元素进行挖掘，构建形式新颖的育人方

案，使思想政治教育与美育同频共振，带给学生更高的学习体

验；同时思想政治课教师也可以指导美育教师挖掘美育课程中的

思想政治育人元素，强化美育课程的价值引领。另外，该教学团

队还可以就“美育 +思想政治”问题与策略展开学术研究，提升

“美育 +思想政治”的学术研究水平和学术地位。教师依托学术研

究项目，筛选出“美育 +思想政治”方面的优秀课例，而后仔细

琢磨优秀课例、彼此借鉴教学经验、深入探讨育人问题，并集体

观摩课例，进行模仿教学，可以有效提升“美育 +思想政治”的

教学能力，避免对成功教学案例的简单地复制与模仿。[13]

2．打造“美育 +思想政治”的金课名片

“金课”与“水课”在质量标准有着显著区别，相对而言，

金课具有更强适应性、可操作性，能够更好地服务学生，推进学

生全面发展。推进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过程中，教师要

严格按照“金课”标准开发“美育 +思想政治”金课，打造金课

名片。比如，教师可以将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向体验式教学转变，

通过学生喜欢的图解式、场景式艺术形式，讲解思想政治知识，

让以美育人的形式更加契合学生需求和兴趣。以“七彩假期”为

例，该活动为支教活动，选在假期举行，包含了思想引领、身心

成长、文明生活、快乐学习、科技创新、艺术素养、文化传承等

七个板块，既丰富了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又推进了“五育并

举”，深化了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层次。学生通过参加该活

动，为当地学生提供课业辅导、素质拓展、心理辅导等服务，体

验到学好专业技能为服务社会的成就感。尤其是趣味唱歌、舞蹈

等活动，赢得了小朋友们好评的同时，也让学生更深刻感知到形

式美带给人们的快乐，滋养了学生内心。很多学生反映，这是兼

具时代性、教育性以及思想性的美育课程，让他们深刻体验到分

享之美、劳动之美。

（三）强化校园文化引领作用，营造良好育人氛围

在推进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创新两者融合模式，

提升学生参与兴趣和参与度的过程中，教师要重视校园文化引领

作用，利用多种措施营造良好育人氛围。[14]加快五育融合，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是高职院校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的目

标与核心，教师要在艺术活动中弘扬民族精神，宣传积极价值

观，比如创建以美育人名师工作室，以“走村路，绘村图”为主

题艺术实践活动，引导学生了解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学生

进入乡村，通过实地探索感知乡村之美，了解乡村文化，以乡村

发展、乡村文化为题材进行艺术创作，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高质

量发展理念，培养寻美意识。教师通过这种有深度、有特色的美

育实践活动，将高质量的美育、思想政治教育与乡村振兴进行结

合，让美浸润乡风，让文化促进乡村振兴，更大程度满足群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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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期盼，有效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

效举措。当活动告一段落之后，教师还要结合新媒体时代背景搭

建活动宣传、推广平台，建立与主流媒体的合作关系，利用微

博、资讯、短视频、直播等多种形式宣传文化活动，展示乡村风

采和魅力，旨在增强学生参与艺术活动的成就感，同时让更多人

了解、关注乡村发展。[15]

四、结语

总而言之，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既相互独立，又高度关联，

它们的相互融合具有高度可行性，是落实“五育并举”理念，推

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教师在“五育并举”理念指导

下，以立德树人为指向构建美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机制，能够

深化高职教育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新时代下，教师要明确

两者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通过多种措施完善两者进行融合的机

制，从而实现以德涵美、以美育德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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