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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上教学思路 

本次课程为《美学》第二讲，主要介绍西方思想史上对美的问题的探讨。让

学生对西方美学思想的面貌建立起一个宏观性的把握，为下一阶段具体美学范畴

和概念的教学奠定基础。课程内容分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从西方美学思想

的源头开始，介绍古希腊罗马美学的主要美学观点和学说，按照时间发展顺序到

第二部分中世纪神学美学，接着讲到第三部分近代人文主义美学，最后为西方现

当代美学。 

课堂教学按照以下步骤展开： 

直播课上课之前发起课程签到，对于未及时签到的学生发送签到提醒，防止

学生忘记签到。 

一、（5 分钟）：导入，复习上节课美学学科发展历史和中西方美学思想的内容，

引出本讲课程内容，西方思想史上的美学理论观点。 

二、（45 分钟）：新课讲授，综合采用讲授、视频、提问互动等教学方法。 

三、（20 分钟）：讨论互动 

四、（20 分钟）：知识回顾与课堂练习 

  



二、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导图： 

   

三、教学实施过程 

（一）教学手段选用 

课程综合采用讲授、视频、提问互动等教学方法。 

本次课程理论概念较多，在讲授过程中我较多地搜集了绘画图片、影音视频

等多媒体资料，结合具体艺术现象或案例，把抽象的美学概念与有血有肉的美术

家、生动美术作品想结合，深入浅出，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关知识点。 

（二）关于课程思政与美学教学内容的融合 

 

 

在本讲中，关于德国古典美学思想家黑格尔对于美学的定义部分，根据黑格

尔的观点，他肯定了艺术要有感性因素，又肯定了艺术要有理性因素，最重要的

是二者还必须结成契合无间的统一体。在讲解这部分内容时，可以将知识点比较



平滑地融入课程思政内容，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精神的艺术作品案例来体现课

程思政内涵。例如我国的主流文艺作品都要体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文艺精神，这种

精神就是黑格尔所指的“理念”；而不同的艺术家、不同艺术表现形式就是“感

性”显现。通过这样的例子，可以较好地实现美学知识与课程思政的自然衔接。 

    

 

（三）教学过程 

 



 

 

视频等多媒体教学资料的运用要紧扣教学内容，作为课堂活泼多元的教学方

式，避免机械的知识灌输和授课形式单一。教师不仅要把知识点讲清楚，更要注

重与学生有情感的互动。严肃刻板的课堂氛围沉闷缺乏生气，学生并不喜欢也不

利于授课的效果，教师若只是一味地近乎完美的讲授知识，会很有距离感。我们

在授课时，可以多运用形式活泼的教学手段，和幽默风趣的课堂风格，让学生感

受到是活生生的人在讲课，在和他交流，可以极大地活跃课堂，强化教学效果。 

课中随机点名提问，出一些与课堂重难点有关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关注力并

帮助学生加深印象。对于积极参与互动的学生及时给予鼓励，提高学生的课堂活

跃氛围，营造积极的课堂气氛。 

 



 

（四）课程作业 

思考题：领悟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结合自己的审美体会，阐明

审美活动包含感性与理性的辩证统一。 

 

 

（五）课程成绩设置 

最终成绩 100分=平时成绩（100分*40%）+期末成绩（100分*60%） 

平时考核 100分由四部分组成： 

1.课堂表现 40 分。加分项：课堂上积极回答问题，根据回答情况一次加 5-10

分；能对本课程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或意见根据情况加 5-10 分；本学期全勤加

10分。 

2.课堂笔记 20 分。要求每位学生必须记录课堂笔记，课程结束后上交老师，任



课教师根据字迹工整度、内容完整度、逻辑条理等进行评分。 

3.课后作业 40 分。任课教师把每一讲重点内容归纳总结后，以试题形式考察学

生的学习效果并批改评分。 

4.附加分：撰写征文发布公众号一篇加 10分，20分封顶，普通稿件一篇加 5分； 

 

在征文通知发布后，很快就收到了学生们的积极参与投稿，反映了学生们课

余注重多方面自我发展的积极进取态度，同时征文也是激励学生的良好辅助教学

手段。 

 

四、教学效果反馈 

 经过了 2 周的教学，学生们对《美学》课程已经获得了大致的印象，能够

感受到学生们对这门课程有较好的学习兴趣。特别是在课下与同学们的沟通交流

中，通过学生询问的各种问题可以了解到一些反馈信息，了解了学生的学情，对

于进行后续课程的教学开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