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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很多时候，研究生思政的主要战场，在课堂之外的

生活中。美育教育则主要从生活中渗透，弥补了课堂教

育的缺憾，形成双向互补。为了让研究生美育发挥育人

功能，应积极整合资源，应当像科研工作一样重视美育

教育工作，并且将研究生美育教育工作与其他教育环节

有机融合，实现相互促进、相互助力的效果。学院根据

学生特点，积极组织演讲比赛、歌唱比赛；组织学生观

看优秀经典影片。在美育工作引领下，引导学生课余生

活中积极观看爱国主义影视剧、积极参与廉洁文化征文

比赛等活动，“在欣赏美中提高思想政治素养”的意识

蔚然成风。

结　语

“ 以 美 育 人 ， 以 文 化 人 ” 是 研 究 生 美 育 教 育 最 突

出的理念。通过美育教育让研究生坚定文化自信，增强

自豪感，是培养新时代高素质、全面发展人才的必然要

求 。 研 究 生 不 仅 要 技 术 过 硬 ， 更 要 有 内 驱 力 ， 科 技 创

新、生产力发展都离不开这股创新力和创新精神。未来

研 究 生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 还 需 要 继 续 夯 实 研 究 生 美 育 工

作，大幅提高研究生美育教育力度、丰富内涵、拓宽渠

道，创新性地打造“美育+”的工作模式，将多维度教育

相结合，实现研究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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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能够促进自身素质提高，综合能力提升。美育教育的

渗透，使科学精神得到发扬的同时又使右脑得到发展，

人文精神得以张扬，从而使其科学创造才能如鱼得水、相

得益彰。如果我们把科学视为人的感性向理性的升华，那

么，科学美则是人的理性向感性的复归。而审美行为的

发生能够促发灵感产生、活跃思维，从而增强人的想象

力。艺术符号的联想、联结是创造能力的重要体现，敏

锐的感觉、丰富的想象，是创新的灵魂。

研究生美育教育实践探索

1、完善美育模式，注重因材施教

以该校研究生规模和专业划分来看，研究生具有专

业分散、独立性强、专业壁垒无法突破的特征。这就使

得美育教育需要针对不同学院、不同专业学生开展相应

教育模式。此次调研中，涉及到文科专业：哲学、设计

学、文学、经济管理等；理科专业居多，占据近80%的比

例，专业跨度更是广泛，电子信息、计算机、化工、环

境、生物、食品……（以上按大类进行举例）这些专业

由于知识背景不同，培养模式差异，造成了学生性格、

心理、思维习惯上的巨大差异。若是一味地生搬硬套固

定的美育教育，不能达到期望的美育效果。因此，美育

教 育 应 该 在 偏 重 知 识 性 概 念 和 实 践 性 体 验 上 找 到 平 衡

点。让拥有一定基础的文科生从理论体系上更加完善；

让理科生从实践生活中感受艺术，体验生活，唤醒发现

美的双眼。

2、协同网络思政、加强美育实践

随 着 信 息 技 术 的 快 速 发 展 ， 研 究 生 的 信 息 获 取 渠

道和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他们更加倾向于通过网络、社

交媒体等渠道获取信息，这对传统的美育教育方式提出

了新的挑战。想要美育效果突出，进行美育教育就必须

积极适应时代以及学生的变化，及时转变教学模式，抓

紧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研究生美育，提高教育的时效性

和针对性。线下的美育课程、校园文化氛围无法做到及

时、全面。美育教育的特点就是潜移默化、从生活细微

处慢慢渗透影响。研究生美育，可以调整美育重点，拍

摄关于“美”的视频，拍摄身边的美景，引导研究生走

出 实 验 室 ， 去 发 现 “ 美 ” ； 弘 扬 正 能 量 ， 进 行 正 确 引

导。将网络效力应用到美育实践中，进一步扩大美育影

响力和辐射的广度。

3、积极整合资源，加强思政联动

发挥“美育+思政教育”的联动作用，用好美育，大

力提升思政教育的成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大部分集

中在课堂、导师、学院，形式单一，有很多触及不到之

思政教育丨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