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

你们提出加强美育工作，很有必要。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

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

心都健康成长。”——2018年8月30日，习近平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

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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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学校美育是培根铸魂的工
作，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全面加强和改进美育是高等教育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
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教体艺〔2019)2号)



关于教学目标的几点思考：

1、探索学历与非学历的融合；发挥教师优长，拓展学习，教学内容具

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2、教学形式多样，直播+面授+校外基地+学习支持服务，审美与实践

相结合，营造学习气氛；

3、团队协作，进行课程体系建设，让知识内容丰富、有层次、有厚度；

4、课程思政融入地域审美特色，如红色基因、铁人精神、冰雪文化、

非物质文化、北大荒版画、北方花鸟画、城市书法名片等；

5、浸润式课堂，陪伴式学习，重视学习支持服务；春风化雨，润物细

无声，以美化人；



课程资源建设情况：文本、视频、特色板块（地域）



教学形式：直播+面授+学习支持服务

内容体系：审美+书写实践



2023秋季教学内容 2024春季教学内容

书法的笔法美 文房四宝

书法的字法美 书同文“秦篆”

书法的章法美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先秦石鼓文 汉隶雄风：隶变的意义

竹木简帛墨迹
晋书尚韵的典范——伯远帖

书法实践——篆书
永字八法

书法实践——隶书
欧阳询结字三十六法

书法实践——楷书
书法教育：智永和《真草千字文》

书法实践——行书
正大气象：颜真卿及其书法艺术

书法实践——草书
红色基因：毛泽东、周恩来书法艺术

书法实践——临创
哈尔滨城市书法名片

期末复习指导
期末复习指导

2024春季教学内容特点：

模块化设计：追根溯源、

书法有法、书如其人；

1、了解书法艺术的关键人、

关键事及经典作品中美的核

心元素；

2、书如其人、书品即人品，

树立人生态度；

3、书法美和人生。



右注：这份碑文虽然只有123个字，但是周总理却写了41遍！正是这反复打磨的41遍书写，为新中国树
立起伟岸的英雄纪念，也彰显出周总理深厚的楷书功夫，令周总理书法大放光彩！

上注：当时，党面临的革命形势极其严峻。长城内外，正是一片战火硝烟。日本人威胁华北，炮口直指平津要地。蒋介
石鼓吹“攘外必先安内”，集结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几十万军队围攻陕北。而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人马只剩八
千，立足未稳，粮弹奇缺。面对外敌入侵与内战炮火，毛泽东洞察形势，深入思考。雪封冰冻之下，他登高望远，看到
的是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看到的是人民群众不屈的斗争精神。于是，面对艰难困局，毛泽东作出了“欲与天公试比
高”的回答。他坚信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必胜，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事业必胜。
这是一个强者对天公的回答，更是一个民族对命运的回答！而他所依仗的力量，是拥有顽强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英
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本学期教学案例一：红色基因——伟人风采



本学期教学案例二：哈尔滨城市书法名片——地域风骨

积学成雄  风骨卓然——洪铁军以其雄强、劲健、质朴、灵变的书风誉满
龙江书坛，成为龙江书坛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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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通过美学知识与技法实践相结合教学方法，更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

性，为长期坚持学习奠定基础。但由于本课程的知识容量较大，整体学时较短，难

以实现系统、深入学习。因此，在后续的课程教学中将进一步贯彻针对个体、因材

施教的教学方针，通过团队协作，不断加强学习支持服务等环节，以解决学生不同

的审美喜好和学习需求问题；另一方面，期望通过审美的提高与技法的掌握，使学

生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塑造正确的审美观与价值观，更好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