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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下初中美术教学中思政教育策略初探 

 朱金胜 

 
摘 要：很多人觉得思政教育是在思政课上讲的

东西，给学生的感觉就是简单地讲些大道理，枯燥
而乏味，学生往往也不感兴趣。其他学科教师也觉
得思政教育容易与学科知识相脱节而且浪费时间，
讲起来也比较生硬，完全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讲。思
政教育往往处于较为尴尬的边缘地位，也难以为学
生带来较多的获得感。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探索多种
形式思政教育就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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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
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思政教育担负着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责
任，是推动学生认知、能力发展的主阵地，对于学生
成长与国家、民族的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加强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坚持
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润心、以美培元，引领
学生在健康向上的审美实践中感知、体验与理解艺
术，逐步提高感受美、欣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
能力，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倾向；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坚定文化自信，提
升人文素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因此，思政教育刻不
容缓，全学科、全方位育人就摆在了教师的面前，
值得每一位教师去思考和探究。在课堂教学中思政
教育如何让学生乐于接受，探索多种形式思政教育
就显得十分必要!作为一名初中美术教师，根据本学
科特点通过教学实践，总结了一些思政教育在初中
美术课教学中的策略，与大家一起探讨。 

一、根据课程内容巧妙设计问题，适时思政教育 
在教授八年级下册美术《弘扬真善美》一课

中，教师先抛出什么是真善美，引导学生从教材中
的美术作品中发现，在将美术作品《夯歌》中的劳
动女青年与美女图片进行对比，问：“她们谁更美？
为什么？”，学生通过分析、思考得出劳动者身上散
发出的美才是最美的，我们要热爱劳动、崇尚劳
动，给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用 ppt 出示《铁肩
担道义》这幅美术作品中，教师问：“作品中的这些
解放军战士在干什么？”学生回答：“是发生在汶川
地震中解放军在抢险救灾”。教师问：“画中他们没

有华丽的服装和帅气的外表，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
件作品却觉得那么热血沸腾，觉得这些解放军这么
威武？”通过讨论，学生这时候深刻认识到了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子弟兵在人民遇到危难之
时总是能挺身而出，理解出岁月静好，因为总有人
为你负重前行的含义，这些军人才是善良和美丽的
化身，学生进一步感受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中国人
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为了抢救人民可以赴汤蹈
火，他们是人民最可爱的人，从而达到思政教育。 

 

二、创设情镜融入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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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下册《喜悦与收获》一课，教师在引入
新课环节播放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片段和中国
体育健儿获得冠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动人心的那
一刻，将国家队收获荣誉的喜悦与学生产生的自豪
感融为一体，引发学生产生共鸣，这时教师不需再
用过多的话语，学生对于祖国的认同感油然而生，
为中国健儿取得的成绩而自豪。 

三、讲好中国故事融入思政教育 

 

八年级上册《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一课中，
教师为了引导学生认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国
画、书法、篆刻，以及古诗词，将自己珍藏的书画
展示给学生，并结合课件让学生观察发现其中的构
图，并讲解中国书画的趣闻、故事。当讲印章时，
教师除了讲篆刻的形式、种类，也讲解章料的相关
知识，如四大名石种类和拍卖故事等，极大地激起
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产生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深入了
解的愿望和崇敬之情，从而自然达到了思政教育的
目的。 

四、利用特殊节日与授课内容结合进行思政教育 
八年级《借物寓意》一课，为了让学生更深刻地

理解传统中国花鸟画的借物寓意，笔者选择在重阳节

这天上本课，并重点学习菊花的水墨表现方法，上课

前让学生查找了菊花的相关资料以及诗句。从菊花与

重阳节的关系入手，重阳节赏菊花、喝菊花茶等联

系，再讲到菊花的寓意，点明晋代隐士陶渊明喜菊花

有诗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及古代文人为

何喜爱、画家为何常常表现，就是古代文人将菊花
比作隐士，赋予其“淡薄名利”的君子的品格。进
一步拓展到四君子梅、兰、竹、菊蕴含的托物言志
精神气质，使学生很容易就明白了我们中华民族所
崇尚的精神内涵，从而激发学生对于我们民族文化
精神的认同感，在孩子们心中播下我们的民族精神
的种子。 

五、选择典型美术作品欣赏巧妙进行思政教育 
七年级上册《富于创造力的造型艺术》一课

中，通过欣赏傅抱石先生的中国画作品《江山如此
多娇》，使学生初步认识了中国画，了解了中国画的
不同种类。通过欣赏、分析作品中雪山、长城、红
日等，结合毛泽东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雪》中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
余莽莽……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体会一
副美术作品的产生过程，感受了祖国传统艺术和文
化的丰厚底蕴和艺术之美。师生通过与诗词《沁园
春·雪》对比欣赏，感受到国画《江山如此多娇》
的山水意境和磅礴的气势，学生逐渐体会出这幅山
水画的雄浑气魄和毛主席的伟大胸怀，进而使学生
掌握了中国画欣赏的基本方法。通过本课的学习，
激发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增强学生对民族
文化自豪感。 

 

六、针对思政教育巧妙布置美术作业 
在学习《独树一帜的中国画》一课，通过欣

赏、分析、讲解中国画作品，学生掌握中国画的分
类、表现材质以及感受到中国画的特点，学会基本
的欣赏方法之后，在作业环节时，笔者布置了《夸
夸中国画》，请学生用文字形式进行赞扬中国画的独
特之处，通过说优点，学生将课堂学习到的知识用
到文章中，也很好地起到了思政教育。 

七、结语 
思政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育的主体是

学生，学生是一个在不断成长的个体，他们的思想是
在不断地变化中的。每个学生都有主观能动性，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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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灌输往往适得其反，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教师只有
聚焦核心素养，以任务驱动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主
动性，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为载体讲好中国故事，努
力探索适合学生的教育方法，将枯燥的说教变得有
趣，将学生被动地接受变成主动地学习，将教师告诉
变为切身感受，思政教育就不再为难，思政教育才能
焕发生机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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