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思政课教学团队自评报告 

一、形成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

思政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

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

中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

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 

二、课程简介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的关于

改革思政课的相关文件，学校从思路创优、师资创优、教法创优的角度，挖掘艺

术中求真、崇善的德育成分，发挥艺术的独特感染力、亲和力。中南民族大学全

国首创地系统开设了艺术思政课，从艺术的角度，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努力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

问题。 

美育和德育中都有弘扬积极向上、向善的精神，因此艺术中富含思想政治教

育的资源。艺术的教法中富含互动性、实践型、情感性、隐性教育的成分；思政

课具有主导型、理论性、显性教育的成分。艺术和思政相结合的《艺术思政课》，

能极大地促进思政课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

和启发性相统一、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艺术是大学生业余文化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艺术思政课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真正

做到让学生入脑、入心、入行，不断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针对性。 

中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结合自身学科特色，把声乐、舞蹈、表演等艺术

形式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开设艺术思政课。学院从2019年下半年就开始精心筹备

课程，组建了包含思政课教师和艺术课程的教师数10名的教学团队，就艺术与思



政的融合，不同艺术形式下的课堂教学组织，教案的设计等问题进行了多次的集

体备课会。 

三、课程建设 

参考《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教材(2018版)，凝练9个核心主题，分别为‚爱

国主义‛、‚树立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经此

一疫——青年的成长与自信 ‘四个自信’‛、‚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传

承中华传统美德‛、‚发扬革命道德，传承红色基因‛、‚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结合思政主题精选或创作音乐和舞蹈作品，进行授课。思政主题与相应艺术

作品见下表。 

课程一览表 

思政主题 艺术作品 

绪论：爱国主义 【音乐】歌曲《我的祖国》 

树立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 【音乐】合唱《逆着风》（原创）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舞蹈】《你的笑脸》（原创） 

经此一疫——青年的成长与自信 

‚四个自信‛ 
【朗诵】《妈妈，您不要牵挂》 

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 【舞蹈】环境舞蹈《同心共筑中国梦》（原创）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舞蹈】《爱莲说》 

发扬革命道德，传承红色基因 【舞蹈】《蛙人》（原创） 

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舞蹈】《彩虹》（原创）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音乐】歌曲《爱我中华》 

四、师资力量 



本课程师资力量雄厚。由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荣华副教授、中南民族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詹全友教授负责思政理论部分的讲授。中南民族大学音乐舞

蹈学院的王菊老师、贾佳老师、周慧老师、陈晓鹏老师、孟祥宇老师、陈婷老师、

钟桢老师在声乐、合唱指挥、戏剧表演、舞蹈创编、舞蹈表演等方面进行讲授。

教学思路清晰，教学方法新颖，教学成果明显，学生反响热烈。 

五、教学理念 

从思路创优、师资创优、教法创优的角度，充分挖掘艺术文化中求真、崇善

的德育成分，发挥艺术的独特感染力、亲和力。利用艺术中富含的思想政治教育

资源，彰显美育和德育中所弘扬的积极向上、乐观向善精神。结合不同学科特色，

把声乐、舞蹈、表演等艺术形式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来开设艺术思政课。通过精心

筹备课程，组建包含思政课教师和艺术课程教师的专业教学团队，就艺术与思政

的融合，不同艺术形式下的课堂教学组织，教案的设计等进行集体备课会。 

1.思政课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神圣使命，课程旗帜鲜明地讲政

治，彰显政治属性。做到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 

2.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传导主流意识形态，并敢于直面各种错误观点

和思潮。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寓情感于具体案例当中，激发学生的情感与共

鸣。寓理论于分析当中，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形成态度和观点。显性教育和

隐性教育相统一。 

3.整个授课过程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逻辑为

主线，引发学生的思考，锻炼学生的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思维能力。 

（1）在提出问题部分，联系实际生活和社会现实，以案例、时事热点的方

式导入课程，提出问题，引发学生的疑惑、好奇与思考。 

（2）在分析问题部分，不是满堂讲授与灌输，而是通过论证、互动讨论、

推理、归纳、演绎等方法来进行学理性分析，在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上下

功夫，打动学生、感染学生，并训练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做到主导性和主体性

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 

（3）在解决问题部分，理论联系实际，来解答学生的疑惑，引导学生关注

现实与社会，并笃行之。做到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4.以‚是什么（入脑）——为什么（入心）——怎么做（入行）‛为落脚点，通



过采取案例分析、提问启发、现场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结合板书、多媒体为

辅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思考和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趣味性

的讲解和师生互动中，让学生理解、接受、认同基本观点，内化于心、外化与行。 

5.建立新型师生关系，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在教学中渗透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

养。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 

6.课程结束后，对课堂教学效果进行探究（访谈学生的课堂感受，征询学生的意

见，改进教学）。做到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 

六、课程需解决的教学问题及方法 

1.艺术与思政在授课方式中的融合。 

音乐舞蹈教师立足于艺术作品，讲授时代背景、创作特色以及作品的核心价

值观等内容，思政主题在艺术作品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归纳。再结合讨论环节，使

艺术作品与思政主题进行更加充分的融合，使学生在欣赏到艺术作品的同时也可

以深刻的理解思政主题内涵。 

2.探究思政课程的多样性。 

传统思政课程以理论为主，缺少多样性。本课程创新授课方法，思政理论授

课过程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逻辑为主线，引发

学生的思考，锻炼学生的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思维能力。同时根据艺术作

品的呈现方式（如合唱、舞蹈、朗诵等）来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让学生在学习

到思政观点的同时也感受到艺术的魅力所在。 

3.注重因材施教，充分结合学生特点教学。 

课程充分考虑学生特点和差异，为不同专业的学生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教学评价等方面为他们‚量身打造‛专属思政课，课程内容从责任担

当、爱国主义、理想信念、国家自信、民族精神等多个主题切入，着力改变思政

课教学中的同质化倾向，切实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七、课程创新点 

1.艺术作品与思政主题相结合。 

本课程是一门跨专业的课程，每一堂课由音乐舞蹈教师与思政课教师共同承

担，音乐和舞蹈表演部分是由教师个人或者是团队完成。课堂上有观看表演、讲

解、讨论等多种教学方式。音乐舞蹈专业教师从艺术作品的时代背景、艺术作品



的特点、艺术作品的价值观等方面展开，讲解艺术作品与每一堂课思政主题之间

的关系，然后思政专业对思政主题核心观点作小结。讨论环节围绕艺术作品欣赏、

艺术作品内涵、艺术作品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等方面，在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

之间进行。使艺术内容与思政观点充分融合，学生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思想境

界得到升华。 

2.体现民族特色，不断丰富课程教学内容。 

教师团队十分注重将民族元素贯穿于课堂教学中，除了讲解少数民族的舞蹈

特色外，还专门收集并剪辑了舞蹈专业的同学在自己家乡录制的民族舞视频。不

仅加强了同学们心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在课程实践中让学生体会到艺术

思政的意义和价值。 

3.紧扣时代脉搏，在艺术中传承抗疫精神。 

疫情发生后，教师团队将疫情中的大量案例带进思政课堂，通过艺术的表现

形式，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多名授课教师为抗疫创作舞蹈、音乐作品，用

艺术语言传达自己对身陷疫情中的人与社会的思考，并鼓励同学们‚在艺术中发

现生活的美，让舞蹈成为生命中照亮黑暗的火炬‛。 

4.结合课程特色，开设线上课程。 

2020年春季学期由于疫情期间学生无法返校，为了保证教学任务的照常进行，

老师们结合学科特色在线上开展了直播教学。在疫情得到初步防控后，学生在

2020年秋季学期返校，本课程展开线下教学。在线上线下教学活动结束后，根据

教学重点，组织教师录制线上课程。 

5.结合时政创作艺术作品，使学生更深刻的体会思政要点。 

2020年初疫情突然在武汉爆发，党中央调动一切力量支援武汉。我院陈婷老

师以对全国各地前来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的感激为主题思想，创作了舞蹈作品

《你的笑脸》。收获了学生的一致好评，同学们纷纷表示在欣赏过艺术作品之后，

对思政主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八、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上传至线上平台，使更多学生受益。 

本课程通过总结两学期的授课内容与，进行了线上课程的录制。目前本课程

已上传至线上学习平台，供更多学生选择学习。 



2.课程获批多个教研项目。 

目前本课程已获批3个校级教研项目。2019年末获批‚艺术思政课教学团

队‛；2020年8月获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2020年9月获批‚大学艺术思政课

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重点教研项目。 

3.受到了学生的一致好评。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上课形式呢，我们所有学生都坐在练功房的地板

上听老师讲课，感觉很特别新颖，思政课还能这么上，真的太有趣了！‛来自我

校管理学院的王双同学说到。在课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艺术思政课是一门集艺术

与思政一体的课程，同时本节课中所包含的艺术部分，不是简单的看看电影，听

听歌曲。是要真正的融入到艺术作品中，学习艺术作品后，进行演唱、表演。通

过对艺术的表达来更深层次的体会思政理论的内涵。 

在本学期结课之后，我们向学生们发放了关于艺术思政课的调查问卷。调查

问卷结果显示，有12.93%的同学比较赞同、83.37%的同学非常赞同艺术思政课的

教学模式是十分新颖的；有20.59%的同学比较接受艺术思政课的教学，75.7%的

同学完全接受艺术思政课的教学。这代表了我们所创新的教学模式得到了学生的

认可，同时我们将已有教学方法基础上进行进一步优化，给学生带来更好的学习

体验。 

4.广大社会媒体的关注。 

本课程一经开课就得到了社会媒体的关注，2020年春季学期已在中国民族报、

学习强国等平台针对这一创新的授课模式及授课内容进行了报道。在秋季学期艺

术思政课开启线下面授第一课后，湖北广电融媒体、武汉教育电视台、中南民族

大学宣传部、学工部、教务处等平台都对线下这第一课进行了报道。报道一经发

出，立刻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