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基

本信息

课程名称 美与美感 授课对象 一 年级

教学章节 第二章 授课学时 2

二、课程思政案例设

计思路

本节课的内容是通过向学生介绍美的本质、特征和根源，以及各种形态

的美的特征、审美的心理要素、美感的各种形式，通过理论联系实际，

结合学生的生活实践和审美创造，帮助学生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

的基本思想，并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研究美的

事物，总结美的规律，按照美的规律去欣赏美、创造美，改造自然、创

造更美好的生活。

三、教

学目标

1. 知识与

能力目标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提高大学生

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

2. 课程思

政目标

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运用正确的美学立场、观点和方法观

察和研究美的事物，总结美的规律，按照美的规律去欣赏美、创造美，

改造自然、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四、教学设计

一、【教材分析】

1.教材内容

本课的主要内容是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学习，掌握美育的基础理论、定义；美育的产生和发

展。

2.地位和作用

拥有健康的审美修养，大学生们可以在美的净化中得到和谐、全面的发展，能够陶冶心情、

愉悦精神，调控情感、心理健康，开启智慧、修身养性，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人类的发展。

本课的学习是美学学习的基础。

3.教学重、难点

重点：美及美感的表现形式

难点： 美的标准

二、【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提高大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

力。

2.能力目标

通过讲解、阅读，小组合作探究等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掌握自然美、社

会美、艺术美和科学美的定义及特征，同时学习人的审美感受的分类。

三、【学情分析】

拥有健康的审美修养，大学生们可以在美的净化中得到和谐、全面的发展，能够陶冶心情、

愉悦精神，调控情感、心理健康，开启智慧、修身养性，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人类的发展。因

此，自觉地学习美学知识，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既是大学生的主观愿望，也是时代对跨世纪人

才的客观要求。大学生在各方面走向成熟的同时，他们的审美观念呈现敏感性、憧憬性、丰富性

和独特性的特点，这就意味着他们更需要这一方面的引导。因此需要教师提供材料，图片等资料

引导学生更深层次、更全面地学习。



四、【教法和学法】

1.教法

A.多媒体展示法：运用多媒体教具向学生展示美学的视频，图片等直观材料，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B.情景教学法：老师创设一个情境，邀请学生上台进行情景表演。培养学生的自觉能力、思

维能力、活动组织能力。

C.集体讨论法：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集体和分组讨论，促使学生在学习中解

决问题，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

D..启发式教学法：老师通过环环相扣的问题，启发引导学生思考学习，将被动机械学习转变

为学生主动认知的过程。

2.学法

A.情景表演法：学生上台进行情景表演。

B.合作探究法：充分利用合作学习模式改善课堂内的社会心理气氛，大面积提高学生的学业

成绩，促进学生。

五、【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本课程是从事各专业的人员应该熟悉和了解的基本美学的知识，是与实际生产联系紧密的基

础理论和经验，对我们的素质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二、课堂内容

美与美感

（一）什么是美学

自从鲍姆嘉通建立美学以来，对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四种意见： 1、鲍姆嘉通认为，美学

是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的科学。 2、黑格尔认为，美学是“美的艺术的哲学”。

3、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美学是艺术观或艺术的一般规律。 4、近代心理学派的美学研究对

象是审美心理。

我们认为，美学就是研究美以及人对美的感受和创造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二）为什么学美学

1、时代的需要。

2、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需要美学。 3、开展审美教育需要美学。

学习美学的方法

1、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

2、学习美学原理要和研究美学史相结合。 3、要结合审美实践，特别要结合艺术实践。 4、
注意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

（三）美的本质和特征

1、美的本质——美是自由创造的现象体现。

2、自由创造——自由创造是人类在认识事物必然性基础上对世界进行符合客观规律的改造。

美和真善

1、真、善、美的概念

美是自由创造的形象体现，自由创造又是合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合乎规律性是真，合乎

目的性是善。

2、美与善的联系与区别 联系：美以善为前提。 区别：

①从功利性看，善是直接和功利相联系的，而美和功利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 ②从内容和形

式关系上看，善可以不顾及形式而美体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③善是意志活动的对象，而美是认



识和观赏的对象，能唤起情感的喜悦。

四、小结：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美学的一般知识及其规律，提高与实际联系紧密的

美学基础理论及水平的认识。

五、布置作业：思考题：

1、学习美学的意义和作用

2、美学怎样理论联系实际？

板书设计：

美与美感

一、美的本质、特征及根源

二、美感，美感的本质、特征及根源

二、审美的心理要素及美感形态。

六、教学效果评价

“美与美感”这节课，较好地完成了教学目标，学生不仅掌握了美

学的一般知识及其规律，还能提高与实际联系紧密的美学基础理论及水

平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