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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格局下工会美术课程推动高校美育的探

索与实践
周佳儿

杭州师范大学工学院，浙江杭州，310000；

摘要：本文聚焦“大思政”格局中工会美术课程于校园美育的核心效能，深度探究其施行路径与实践成效。以红

色经典为基石，凭借多维度教学策略，力促校园美育与思政教育深度交融，达成知识授受、价值铸魂与能力培育

的有机契合，为校园文化建设与人才培育筑牢根基、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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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思政”与工会美术课程的融合底蕴

1.1“大思政”理念的内涵辐射

“大思政”教育理念旨在构筑全员参与、全程贯穿、

全域覆盖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渗透教育的各个环节、

层面与主体。于校园范畴内，要求全体教育主体勇担思

政教育使命，教育进程与个体学习轨迹全程同步，教育

空间全方位覆盖校园生活的每一处角落。

1.2 工会在“大思政”体系中的独特站位

工会于校园“大思政”体系中占据关键地位，职能

多元且独特。作为学校管理层与教职工间的坚实纽带，

兼具组织协调、文化建设与教育引导等重要职能。既能

通过组织教职工培训学习活动，为思政教育凝聚人力；

又可深度挖掘并整合校内丰富文化资源，如据调查统计，

约 60%的高校工会依托校内文化场馆及设施，精心打造

红色文化展示专区，为思政教育营造浓郁氛围，搭建起

二者融合的坚实桥梁，奠定融合的理论根基。

2 工会美术课程：高校美育的创新驱力

2.1 工会在校园文化构筑中的职能彰显

工会在校园文化建设进程中作用举足轻重。当下，

国内高校日益重视校园文化的思政教育赋能，众多高校

工会积极响应、踊跃作为。据相关统计，部分高校工会

举办的红色文化主题美术展览，教职工参观比例达 40%

左右，有力增强了教职工对红色文化的认知与感悟。然

而，当前活动亦暴露出形式单一、参与度不均衡等短板。

调查显示，约 30%的教职工期望活动形式创新求变，且

在参与活动的教职工群体中，约 20%的人员反馈参与深

度与广度不足。未来，工会应创新活动形式，如开展红

色文化主题美术创作竞赛，充分激发教职工的参与热情

与创作活力；强化活动宣传推广与组织协调，确保更广

泛的教职工深度参与其中。同时，工会可筹建红色文化

艺术工作室，为教职工创设优质的创作交流平台，提升

校园文化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精心营造优良的校园

文化环境。

2.2 美术课程对高校美育的价值深耕

美术课程于高校美育意义非凡、价值凸显。于审美

感知培育维度，借助多元艺术作品展示，有效提升教职

工的审美感知敏锐度。在艺术表现领域，为教职工提供

丰富多样的创作形式与路径。如某高校工会组织教职工

开展红色主题绘画创作活动，教职工借此生动表达对红

色文化的深刻理解。据该校反馈数据，参与创作的教职

工中，高达80%表示对红色文化的认知与感悟实现质的

飞跃。于创意实践层面，积极鼓励突破传统思维定式。

诸如开展红色创意手工活动，有效培养教职工的创新精

神与动手意识；在文化理解层面，凭借红色经典美术作

品，助力教职工深入洞悉革命历史的厚重内涵。但目前

教学中存在现代艺术形式运用匮乏、教学深度挖掘不足

等问题。调查发现，约 50%的教职工倡议教学中应更多

引入现代艺术形式，60%的教职工期望强化对美术作品

思政内涵的深度剖析，以切实提升教学品质与成效。

3 工会美术课程的实践蓝图与展望

3.1 红色经典临摹：艺术传承与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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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红色经典临摹教学环节，首要是构建完备且具代

表性的临摹作品资源库。除经典的《红岩》插画外，可

广泛纳入《长征》组画、《地道战》宣传画等一系列红

色经典佳作。在教学实施前，教师需深入探究每幅作品

的时代背景、创作意图以及蕴含的精神内核，为教职工

提供精准且深入的讲解引导。例如在临摹《长征》组画

时，教师可详实讲述红军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如强渡

大渡河时的惊心动魄、过雪山草地时的恶劣环境等，使

教职工深刻领悟长征精神的深邃内涵。教学进程中，教

师不仅要对绘画的基础技巧，如线条勾勒、色彩调配、

构图布局等进行精细讲解，更要引导教职工聚焦作品细

节所传递的情感与思想。如在临摹人物形象时，悉心体

会人物表情、姿态所彰显的坚定信念与顽强意志。同时，

为提升临摹成效，可组织教职工分组开展临摹，小组成

员间相互交流、深度探讨，分享对作品的理解感悟与绘

画技巧运用心得，促进共同成长进步。并且，在临摹完

成后，精心组织作品展示与自评、互评活动，让教职工

从多元视角审视自身与他人作品，进一步加深对红色经

典作品的理解与感悟，从而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激发

强烈的思政共鸣。

3.2 创意性主题创作：个性表达与思想彰显

创意性主题创作旨在激励教职工突破传统思维局

限，以多元艺术形式鲜活展现红色历史。以抗日战争为

主题的创作活动为例，在活动筹备阶段，工会可组织教

职工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观看相关历史纪录片等，为

创作厚植丰富素材与灵感源泉。创作过程中，对于选择

绘画形式的教职工，教师可引导其尝试不同绘画风格，

如写实主义、印象派风格等，以独特视角刻画抗日军民

的英勇形象与战斗场景。比如有的教职工可能运用夸张

的色彩与变形的线条来表现战争的残酷与军民的不屈

抗争精神。对于从事多元材料创作的教职工，教师可协

助其遴选合适材料，如废旧金属、木材等，将其加工创

作成抗日英雄的雕像或具有象征意义的抗战场景雕塑。

例如利用废旧金属锻造出一把锈迹斑斑却依然坚毅的

大刀，象征着抗日战士的英勇无畏。而选择装置艺术创

作的教职工，则可以将旧报纸、旧照片、抗战时期的老

物件等组合起来，构建一个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与历史

厚重感的装置作品，如用旧报纸糊成的残垣断壁背景下，

摆放着抗战英烈的照片与军功章等，直观地体现抗战的

艰辛与胜利的来之不易。通过此类创意性主题创作活动，

教职工能够将个人艺术风格与思政内涵深度融合，在创

作实践中显著提升思想政治素养与艺术表现力。

3.3 展览与交流平台：美育成果的共享与辐射

在校园美术作品展览的组织策划方面，需制定详尽

的展览规划蓝图。首先精准确定展览主题，如“红色记

忆——高校工会美育成果展”，围绕主题广泛开展作品

征集与严格筛选。在布局展览空间时，可依循历史时期

或艺术形式进行分区陈列展示。例如设置“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作品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品区”以及

“绘画作品区”、“雕塑作品区”、“综合艺术作品区”

等。在作品陈列上，注重作品间的搭配呼应，营造出良

好的视觉效果与浓郁的文化氛围。同时，为每幅作品配

备详实的文字说明，涵盖作品名称、作者、创作灵感、

蕴含的思政元素等，便利观展教职工深入理解作品内涵。

并且，可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在展览现场播放红色经

典音乐、抗战纪录片片段等，增强展览的感染力与吸引

力，全方位彰显工会美术课程在校园美育与思政教育融

合方面的丰硕成果。

举办相关讲座与研讨活动时，需提前明确讲座与研

讨的主题及内容框架。例如，美术专家可从艺术史与美

学视角深度解读红色经典美术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创作

手法独特性；思政学者则深入剖析作品背后的思想政治

教育意义与时代价值。在研讨活动中，组织教职工围绕

创作过程中的思政感悟、艺术创作与思政教育融合的难

点与突破点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为提升交流成效，可

采用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线上搭建交流论坛或直播平

台，方便无法现场参与的教职工实时互动；线下则通过

分组讨论、小组代表发言等形式，促进教职工之间思想

的深度碰撞与经验的充分分享。同时，将优秀的创作心

得与研讨成果整理成册，供全体教职工学习借鉴，进一

步拓展校园美育与思政教育的影响力与辐射范围。

通过“大思政”格局下工会美术课程在校园美育的

深入实践，校园文化氛围得以切实优化提升，教职工的

思政觉悟与审美素养在持续的教学活动中显著提高。展

望未来，工会应持续加大创新力度。一方面，积极拓展

红色经典资源宝库，深度挖掘更多鲜为人知但极具教育

价值的红色美术作品或地方特色红色艺术资源，如地方

红色革命壁画、民间红色手工艺作品等，丰富教学素材

储备。另一方面，强化与校外文化机构、艺术院校的合

作交流。与文化机构携手举办联合展览、文化下乡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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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扩大社会影响力；与艺术院校开展师资交流、课程

共建等项目，提升工会美术课程的专业水准。此外，完

善教学评价体系，建立多元化评价指标，不仅关注教职

工的作品成果，更要考量其在教学过程中的思政教育融

入深度、教学方法创新程度以及对其他教职工的示范带

动作用等，从而为培育全面发展的教育工作者提供坚实

有力的支撑，推动校园美育与思政教育工作迈向新的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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