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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结构化调整，国家对于高素

质人才的需求逐年增加，研究生作为高素质人

才的代表群体，体量日益庞大。据教育部发布的考研数

据统计，考研人数每年以10%的比例稳步上升。人数的

急速增长，使得研究生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效度和广度

受到了广泛重视和关注。而作为研究生思政教育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美育，在高素质人才培育的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但从目前各高校对研究生思政教育的现状

来看，研究生美育教育仍然任重而道远。为此，各个高

校思政教育相关人员应该更加重视美育，从点、线、面

层层布局，分级展开，形成研究生美育教育的全方位覆

盖。

高校研究生美育教育概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

代化建设人才培养。着力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

人才。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

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研究生美育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经之路，

新形势下人才培养目标，对研究生德智体美等全方面发

展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美育工作是

研究生教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研究生只

有掌握充足的知识储备、创新意识、感知能力、情感思

维才可以满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环节当中，各个行业、

各个领域的人才需求，使国内的高素质人才培养在国际

化发展环节中占领优势，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环

节发挥中国作用。

研究生美育教育现状分析

1、目的性和精神性的分离

美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审美自觉，研究生教学是培

养人的理性思维。一个完整的灵魂是需要感性和理性相

统一。换句话说，即科学和审美的统一，这两者具有内

在相通性。从实际来看，美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价值和意义并没有被充分挖掘。美育的成

效显现也碍于实施上的分散化、滞后性而大打折扣。研

究生美育在三点一线、科研实验、学术论文、数据研究

等规范性智力层面的培养要求下逐渐丧失存在价值和意

义，偏重于科研成果等硬性要求使得研究生培养结构失

衡，导致研究生发散思维、创新能力、审美能力局限于

学术的目的性而非自我的精神性。

2、实践性和知识性的割裂

研究生美育教育缺少课程和实践的支撑。经过对陕

西科技大学2000多名研究生的调研发现，研究生对美育

课程了解甚少，学校对于美育思政的实践欠缺。有的以

文科为主的学院会相应开设一些艺术评比、歌唱、舞蹈

比赛等部分美育相关的活动。理科学院则以竞赛为主，

美育类活动鲜少举办。研究生参与度和参与兴趣不高。

导致美育主题活动开展的深度内涵不足，活动开展效率

参差不齐。实践性的处处碰壁成了美育知识性、教学化

倾向严重的重要原因。在调研过程中，拥有独立且成体

系的美育课程的研究生，集中在设计专业，这在全校研

究生占比仅有5.8%。这就导致该校的小部分研究生被作

为美学知识的传承者，而大部分研究生知识性和实践性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下的美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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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赋予研究生教育新要求，培养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是时代所需。研究生

美育作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一环，重在培养研究生积极的情感、气质、胸襟，通

过课程教育、网络文化、校园文化氛围建设，全方位推进以美育人、以美化人。通过实

践与理念相结合的方式，探求研究生美育新途径，引导研究生提高审美情操，唤醒审美

意识，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感，塑造完美人格，充分发挥美育培根铸魂的重要作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