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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美育 + 思政”功能性的校园文化创新路径研究
梁豪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已从传播知识与技能向实现学生综合素质提升转变。教育部在《深化本科教
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文件中强调，高校应致力于培育“五育并举、
德才兼备”的综合型人才，发挥各类课程协同育人思路，进而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进一步深化美育与思政的
融合是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校园文化建设发展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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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in universities has shifted from 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the enhancement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In documents such as Opinions on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Guiding Outlin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Minist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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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艺术形式
的丰富、人们文化水平及审美情趣的提升，“美
育 + 思政”功能性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结合与
运用也十分常见，如以校史为主题的微电影和
纪录片、开学典礼的青春歌会、毕业生代表情
景朗诵式发言、具有校史特色的主题式晚会等，
使校园文化的形式、内涵不断深化，表现力明
显增强，情感表达也更加丰富，这种模式在当
下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逐渐成为校
园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一、美育的主要特征和功能

美育的核心在于培养人们的审美能力，这
是美育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特征。通过美育，
人们能够学会从美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世界，
提升对美的感知、鉴赏和创造能力。这种能力
不仅有助于个人精神文化的发展，还能促进社
会的整体审美水平的提升。美育具有强大的情
感教育功能，它能够通过艺术作品等审美媒介，

激发人们的情感体验和情感共鸣，从而培养人
们的情感表达能力和共情能力，美育中的情感
教育不仅有助于个人的情感成长，还能促进人
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相互理解；美育具有塑
造人们价值观的功能，通过审美教育，能够学
会从美的角度来衡量和评价世界，形成正确的
审美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仅影响着个人的行
为选择和生活方式，还能对社会风气和文化氛
围产生积极影响。美育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功能，它鼓励人们通过艺术创作、欣赏和批
评等实践活动，来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和审美
素养，这种实践性不仅有助于个人审美能力的
全面发展，还能促进社会的文化创新和进步；
同时，美育还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通过引入美育元素，如艺术作品欣赏、艺术创
作实践等，使思政教育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化解传统思政育人中的生硬道理，使思政教育
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和心理需求，进而提
升教育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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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育在思政教育中发挥的的作用

孔子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学习音乐能够使人的个性得到完善，情操得到
陶冶。这体现了音乐在培养人的良好情感及审
美情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中国传
统思想教育的真实写照。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
科学家和教育家亚里士多德也强调艺术在情感
教育和道德教育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艺术能
够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促进道德品性的提升。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强调
美育对于陶冶人的感情、培养高尚纯洁习惯的
重要作用，认为美育能够逐渐消除人们自私自
利的念头。中国近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先生也称：“美育者，一面使之感情发达，
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知育之手段。”
指出美育在促进感情发达、达到完美境界的同
时，也是德育和智育的重要手段，体现了美育
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地位。步入新时代，我国
正处于经济、社会、科技、人文高质量发展时期，
学校越来越重视美育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所发挥的作用，艺术课程、校园文化活动等
是美育与德育教育有机结合的重要方式，让学
生在欣赏美、创造美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接
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了要全面加强和
改进学校美育工作，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
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思
政品牌活动的核心就是结合美育的形式加强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美育既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
文化生活，提升人文素养，也能为思政教育提
供有力的精神支撑和情感认同；而思政教育则
为美育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确保
美育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

美育与思政教育是融合发展的，构成一种
双导向的育人模式，能够帮助学生在追求“真
善美”的情境中塑造人格、训练思维、提升修
养，借助美育的柔性力量化解传统思政教学上
的僵化问题，有效运用艺术所特有的表现形式，
在校园文化创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一方面，
美育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多元化的传递方式，
在视觉观感上能构建多维、立体的效果，通过
视觉、听觉上的混合输入为参与者提供沉浸式
体验。另一方面，能够使身心得到愉悦和放松，
给人更多的情感共鸣，在主动获取知识的过程
中接受思想教育的洗礼。

三、“美育 + 思政”创新校园文化的主要
手段

运用符合场景的背景音乐，烘托氛围强化
情感共鸣。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说：“音乐，是
陶冶性情的熔炉。”用生动的比喻描绘了音乐
在涵养性格、培养高尚情操上的重要作用。嵇
康（中国古代音乐家、文学家）表达了音乐能
够通过其和声、旋律表达内容，使人在情感上

产生共鸣。英国 18 世纪知名传记作家、业余音
乐家罗杰·诺斯也在其观点中明确指出了音乐
的双重目的，其中之一就是通过音乐来传递情
感，激发人们的热情和感动，从而给人以深刻
的启迪。在仪式中使用音乐最早可追溯到远古
时期，人们会将音乐运用在祭祀及宗教活动中，
来营造庄重、肃穆的氛围。西周“礼乐”制度
建立，推动音乐成为学校教育的内容之一并占
据重要地位。随着人类社会和教育的不断发展
进步，音乐在学校典礼、仪式中的运用更加广
泛且逐渐形成传统。比如，我们在颁奖典礼环
节耳边经常能响起 艾尔默·伯恩斯坦的《万宝
路进行曲》，其斗志激昂、凛然正气的曲风充
满力量，带给我们强烈的振奋和鼓舞；在运动
会和一些会议场合欢迎学校领导或嘉宾入场时
也经常会播放《迎宾曲》来营造热烈欢迎和激
情饱满的场面。当下，开学典礼、毕业典礼、
学位授予等仪式教育在网络环境中的曝光度不
断提升，背景音乐的运用场合、表现形式、作
品选择上也在呈现多样化。我们经常可以在开
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中听到带乐朗诵，这种形式
是将典礼仪式中原有的学生代表发言通过更为
艺术的表现方式使其更具有表现力。文字为听
众传递情感内容，而音乐更像是一种无声的语
言直达人的内心，将开学时的憧憬、向往、励志、
喜悦和毕业前的不舍、感恩、怀念、迷茫氛围
推向高潮，营造了良好的校园学习风气、涵养
学生道德品质、增强了母校和师生之间的情感
传递。近年来，不少高校在典礼仪式中也掀起
了一波青春歌会的热潮，挑选一些符合开学、
毕业场景氛围且学生喜闻乐见的流行音乐进行
排演与在场师生产生情感共鸣，推动了典礼仪
式地创新发展，借助音乐进一步强化了典礼仪
式在学生思想教育中发挥的作用，同时也缓和
了传统“说教”形式与学生主体之间的矛盾而
逐渐从被迫接受向主动聆听、感悟转变。

营造多维立体的呈现方式，产生沉浸式的
互动体验。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
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
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文化产业数
字化的不断推进，在丰富教育资源、创新教育
模式、提升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
育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手段的不断革
新，也为丰富国内高校教育宣传及打造富有内
涵、特色“IP”的校本文化提供了机遇。近些年，
国内高校开始不断涌现以校史为题材拍摄微电
影、录制纪录片、排演舞台（音乐）剧、打造
校庆晚会等，增强学生对学校发展历程、文化
传统、办学特色等方面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
断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意识与使命感，进而激发
学习动力和奋斗精神。一方面，高校进一步加
强校史馆投资建设，结合电影艺术中常用投影
技术、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
手段创新校史故事的呈现方式，学生可以通过
复刻的真实场景、虚拟的屏幕画面、可触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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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物件、互动式的电子设备进行校史的学习；
另一方面，不断尝试探索、创新校庆晚会以热烈、
喜庆、震撼场面、舞台背景和布局模式单一的
传统，搭建更富专业性、功能性、场景化的晚
会舞台，不断增强观众体验感受和情感共鸣。
如今，越来越多的校园晚会都呈现出主题式设
计思路，这赋予了晚会更加深刻的内涵和思想
启迪。

重塑血肉真实的情感故事，直击心灵深化
教育内涵。语言能够表达思想、感受、需求、
意愿和情绪，从而实现信息的传递和共享。同时，
语言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是塑造个体和
群体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近些年，我们经常
会看到高校将新生（毕业生）代表发言作为典
礼的重要环节，甚至开始尝试将单一的发言向
集体朗诵式分享发展。这种朗诵形式将文学创
作的手法与语言艺术的渲染紧密结合，从学生
第一视角出发，充分挖掘在校期间的典型事迹
和成长故事代入价值观教育、人生目标、榜样
示范强化思想引领，并与舞台语言艺术形式相
结合赋予文字鲜活的生命和表现力，营造氛围
和传递情感共鸣。这种模式既锻炼、培养了上
台学生的演讲口才与能力，又调动了台下学生
的关注力和情感共鸣，通过潜移默化感染和激
发学生主动学习热情，提升教化育人实效。

凝练特色鲜明的风格特色，形成传统延续
精神纽带。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他们在推动社会进步、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引导广大青年树立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确保他们始终与党同心同行。高校面向
的都是青年群体，他们正处于成熟阶段的关键
期，在教育培养方面更应该牢牢掌握青年人的
话语体系、主动占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地，
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校园文化创建，深
化教育内涵，涵养健全人格，培养进取品格。
一些高校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教育中增加青
春歌会的表演，将网络热歌、时代热词结合校
园社团特色进行表演，以朋辈教育的形式营造
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同时，也通过将新、老
生代表发言以带乐朗诵形式呈现，让学生在主
动参与中感受，在感受中融入，在融入中熏陶，
在熏陶中成长。牢牢抓住青年学生的个性特征、
关注视野、行为方式、成长环境，让被教育者
参与教育的形式更加丰富，主动接受教育的积
极性不断增强，教育的内涵不断深化，教育的
场所更加多元。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美育 + 思政”功能性的
校园文化创新路径研究，是对当前教育改革的
积极响应，更是对未来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度探
索。通过美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我们不
仅能够丰富校园文化的内涵，提升其育人功能，
还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与道德情操，为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奠定坚实基础。本研究从美育与思政教
育的内在联系出发，深入剖析了两者在校园文
化建设中所产生的互补与协同作用，进而提出
了一系列创新路径，包括背景音乐的运用、场
景美学的构建、文学写作的手法以及风格特色
的凝等方面。这些路径的实施，不仅有助于提
升校园文化的品位与格调，更能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其全面
发展。

未来，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环
境的不断变化，我们将继续深化“美育 + 思政”
功能性校园文化的研究与实践，不断探索更加
符合时代要求和学生特点的校园文化创新形式。
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学者和
社会各界人士能够加入到这一领域研究之中，
共同为培养具有高尚情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新时代青年贡献力量。

不断发掘美育与思政融合的创新点，努力
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将是一项长期而
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地努力探索、
不断向前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推动校园文
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为实现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教育使命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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