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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黄河情，笔笔油彩颂

——油画风景主题创作

美术学院 李姗姗

一、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油画风景

课程类型：专业教育课程

授课教师：李姗姗

二、课程简介

《油画风景》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面向美术学专业本科生

开设的专业技法类课程，课程融合区域人文历史、艺术美学和绘画技

法技能等为一体，依托线上教学资源、艺术图库及艺术考察写生进行

声色影像及现场采风写生教学，同时运用翻转课堂,通过学生自主研

学、汇报呈现的形式帮助学生深层次了解中西方艺术文化差异，自觉

传承中国传统艺术文化，掌握油画技法材料并能进行风景创作表达家

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引导学生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深入生活，

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和创作观。

三、案例摘要

本案例基于德州学院培养“创新性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定位、结

合美术学专业特色和课程特点，课程中融入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思政元

素，将黄河纪录片、“黄河”守护人、“黄河”艺术家等相关事例引

入油画风景课程教学，以“黄河文化精神”为主线，从“自然黄河、

人文黄河、精神黄河”三个角度出发，围绕“知黄河、绘黄河、颂黄

河”书写新时代黄河赞歌的油画风景创作主题，引导学生通过自主搜

集课题文献资料，团队合作，开展黄河人文历史实地考察的形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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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黄河文化精神内涵，通过信息采集整理，研学考察，进行油画风景

创作，全面调动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使学生多角度、深层次的认识

“母亲河”，树立家国情怀，利用画笔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

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深入生活，书写“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

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实

现课程从知识传授到能力培养到价值塑造的三维立体融合育人目标。

四、教学案例设计与实施

本案例以油画风景主题创作一课为例，围绕课程内容目标，结合

课程内容深入挖掘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思政元素，设计典型课程思政元

素融入课程教学，实现课程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维立体

育人目标。

1.案例目标设计

（1）掌握油画风景主题创作的步骤要点

（2）风景油画创作中的“笔”与“意”的完美契合问题

（3）引导学生树立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2.主要思政元素

（1）保护“母亲河”意识的家国情怀

自然的黄河，存在许多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问题，树立保护“母

亲河”意识，坚持自然生态文明思想和高质量发展理念，保护生态环

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画家风雨中创作，十年如一日的工匠精神

著名当代油画家王克举经过十多年酝酿，带领团队历时四年完成

161.6 米的油画长卷,风雨中创作，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才有了这样

一部气势恢宏、震撼人心的黄河交响曲。画家以“吃苦精神、坚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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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创新精神、团队精神，工匠精神”，为年轻一代大学生树立了榜

样。

（3）用画笔书写“黄河故事”，传承黄河精神，延续历史文脉，

坚定文化自信

了解黄河文化，书写黄河故事，传承黄河精神。经过中华 5000

年的文明历史，黄河文化积淀了五种精神内涵——民本精神、包容精

神、抗争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运用画笔书写身边的“黄河故

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3.案例设计思路

图 1 案例设计思路

本案例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为思政融合元

素，结合教学内容，围绕课程案例设计目标，通过理论与实践教学相

结合，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情感教育、思想教育和实践教育，从知

识传授到能力提升到价值塑造层层递进，使学生在创作实践、情感浸

润和精神洗礼中，潜移默化地筑起民族精神和文化信仰的高坝，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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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目标。

课程理论部分，从中西风景画对比、语言形式、内容与表现形式

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知识讲解，传授油画风景主题创作的步骤要点，实

现知识的传授；课程技法部分，围绕“知黄河、绘黄河、颂黄河”书

写新时代黄河赞歌的油画风景创作主题，从创作草图、色稿、艺术表

现语言的选择、定稿等方面进行实践创作，实践中探索形式与语言的

巧妙结合，实现学生能力的提升；在理论与实践教学的结合中，通过

学生自主研学、团队合作、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树立保护“母亲河”意

识的家国情怀，坚守为人民创作的工匠精神，用画笔书写“黄河故事”，

传承黄河精神，实现价值的塑造。

4.典型思政元素融入实施方法

（1）自然黄河：从自然灾害到人文观照

知识点：主题创作的素材采集与积累

方法：教师通过翻转课堂，发动学生对自己生活的黄河流经区域

进行实地采风考察，从地理、历史、人文等多角度出发立体认识黄河，

学生通过采风写生、文献搜集，图片影像整理，得到可以用于创作的

第一手资料，引导学生自主分析素材采集、挖掘和积累的方法，以及

对素材的深层次理解与运用。

素材：

①央视播出的《黄河人家》第六集《守护》：龙门水文站——黄

河流域上的“诊脉人”薛刚

龙门水文站被称为“悬崖上的水文站”，是黄河水文站中条件最

艰苦，位置最险峻的，在这驻守时间最长的是一名水文勘测工薛刚，

他不畏艰苦，甘于寂寞，在黄河水文站守护黄河 2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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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大河之洲》大型纪录片

纪录片《大河之洲》记录了从陆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

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万物共生的生命故事，全景展现黄河入

海口风貌，呈现黄河三角洲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以及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图 2《大河之洲》纪录片

思政元素：让学生了解黄河的真实地理面貌，感受一代代守护和

治理黄河的人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的精神，将对黄河素材的采集挖掘

与思政元素结合，人们从对自然黄河的逆来顺受，到自我保全，再到

对自然运化施加影响的历史过程中，产生对黄河的敬畏之情，从而对

黄河进行精神层面的人文观照，在此过程中引导学生怀揣家国情怀，

树立保护“母亲河”意识，坚持自然生态文明思想和高质量发展理念，

保护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人文黄河：从直观体验到认知思考

知识点：风景油画创作中的“笔”与“意”的完美契合

方法：通过“黄河赞歌”油画风景主题命题创作，组织学生围绕

“知黄河、绘黄河、颂黄河”用油彩书写新时代黄河赞歌，从创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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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色稿、艺术表现语言的选择、定稿等方面进行实践创作，重点围

绕风景油画创作中的“笔”与“意”的完美契合问题，对经典作品形

式语言进行分析，实践中探索形式与语言的巧妙结合。

素材：

当代著名油画家王克举“黄河”油画长卷

图 3 王克举 油画作品《黄河》部分节段

纪录片《赤子之心》讲述了中国当代油画家王克举油画长卷《黄

河》的创作历程，这幅画作总长 161.6 米，高 2米，由 101 个画面组

成。开笔于 2016 年 6 月，王克举在其团队的保障下，驾车行驶四万

余公里，历时四年，2019 年 9 月完成全卷作品。

王克举为黄河创作做了很多准备，对所选择地域景观进行记录和

判断，不仅考虑到其代表性，还要照顾到各个景观之间的相互衔接和

前后关系，除此之外，他研读历代名家的江河长卷，从创作草图到画

面表现语言到构图叙事都进行深度考量，通过年复一年的探索，渐渐

摸索到长卷的结构规律与叙事逻辑，“笔”与“意”完美契合，最终

绘成黄河长卷。在创作过程中，王克举和团队面临了很多困难，寻找

合适的地点、高海拔、恶劣天气、路程遥远……从山川走到平原，从

黄土飞沙画到桃红柳绿，最终诞生了这一巨作。

思政元素：通过画家王克举的创作历程可以窥见艺术家们从直观

体验到认知思考的过程，深层次了解黄河文化，在实践中用画笔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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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黄河文化，王克举风雨中创作，十年如一日，从他身上诠释了“吃

苦精神、坚守精神、创新精神、团队精神，工匠精神”，为年轻大学

生树立了榜样。

（3）精神黄河：从人水情缘到价值引领

知识点：油画风景主题创作的情感表达

方法：以典型艺术家和线上展览作品作为案例，欣赏、解读大师

作品中的情感意境，引导学生关注风景主题创作中的情感表达，并能

运用自己的绘画语言进行情感表达，用油彩书写“黄河故事”，弘扬

黄河精神。

素材：

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黄河画家——靳文艺

图 4 靳文艺 国画作品《黄河》及 1983 年徒步黄河照片资料

《辉煌华夏》节目中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黄河画家靳文艺进行

了专题报道，靳文艺一生以黄河为创作主题，1982 年，靳文艺徒步

行走黄河，从黄河源头走到了黄河入海口，边行走边写生，他被国内

当时媒体推崇为艺术界最早实现单人徒步黄河全程考察写生的第一

人，几十年来，画了黄河沿岸大批的写生作品，并创作了大型组画《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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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颂》十幅。

②“喜迎二十大·山东省黄河主题美术创作大展”全景线上展览

喜迎二十大·山东省黄河主题美术创作大展展出了近 300 件黄河

主题美术作品，展现作品生动展现了黄河流域的自然景观、人文风貌、

历史变迁、发展成就，彰显了参展艺术家们对母亲河的深情厚谊和对

黄河文化时代价值的深入探讨，展览还专门展出了岳祥书、弭菊田、

刘宝纯等 20位老艺术家的 35幅作品，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优秀作

品与当下的美术创作交融并进、文脉相继，共同勾勒出黄河文化的气

质与风貌。

思政元素：通过欣赏线上展览展出的作品，引导学生通过作品表

达特定情感。在油画风景创作的过程中，随着学生对黄河文化的深入

了解，由人与黄河之间的关系而建构起了浓郁的感情色彩，经历数千

年，黄河文化积淀了深厚的精神内涵，从人水情缘到价值引领，在观

看艺术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艺术创作过程，以及解读线上展览作品

的过程中，传承黄河精神，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5.教学案例实施过程

教学案例实施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与方式

线上学习

（课前）

提供资

源引导

预习诊

断学情

设计学习任务单，组织本课的线上学习资源， 明

确教学目标和任务。通过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单的

情况及学生参与度的实际情况，开展学情分析，

进行线下教学设计

课前完成跟本

课有关的任务

单、完成线上学

习的内容，提前

学习跟课程相

关的内容

通过学生完成线上学

习，使新课讲授更易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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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课堂

（ 课 中 ）

导入

（3 分钟）

【视频导入】

选用“黄河守护者的故事”引导学生“知黄河”，

视频内容为黄河守护人薛刚：在“悬崖上的水文

站”守护黄河，由黄河人物导入主题。

跟随教师思路，

对新课求知的

兴趣

通过黄河守护人的故

事引出主题。

思政融入点：通过对新

闻时事”黄河守护者的

故事”引出课题，通过

对黄河及黄河守护者的

故事，初步感受黄河，

认识黄河，引导学生立

足时代、扎根人民、深

入生活，树立正确的艺

术观和创作观，树立爱

国守家的思想观念。

学习目标 教师引导学生了解本课要达成的教学目标

1. 黄河素材采集与积累

2.“笔”与“意”的契合

3. 主题创作的情感表达

了解并把握学

习目标

让学生知道该课程所

要到达的教学目标

知识展开

（15 分钟）

【重点讲解】

一、知黄河：黄河素材采集与积累

自然黄河：从自然灾害到人文观照

1.素材采集与积累：黄河的流域、样貌、人文情感

2.【考察汇报】：黄河流经我家乡，课前对自己

家乡的黄河域段进行考察采风，进行课堂汇报

3.黄河的样貌：黄河的色彩、黄河的形状、黄

河的特点

4.黄河的人文情感：黄河地域风俗与人文情感

的采集

【观看纪录片】：《大河之洲》

教师在课前布置作业，发动学生对自己生活的

黄河流经区域进行实地采风考察，从地理、历

史、人文等多角度出发立体认识黄河，学生通

课前深入自己

家乡实地调研，

了解黄河的流

域、样貌、人文

情感。学习对素

材的采集方法。

通过实地考察 、 观看

纪录片，引导 学 生 对

黄 河 进 行 深 入 的 了

解 。

思政融入点：通过对

黄河深入的考察，并进

行初步的信息采集，培

养学生实践研究能力，

学会信息的采集、思

辨、分析能力，通过与

学生共同对黄河样貌

及人文情感的梳理，让

学生了解黄河的真实地

理面貌，感受一代代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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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采风写生、文献搜集，图片影像整理，得到

可以用于创作的第一手资料，通过翻转课堂的

方式，引导学生课上汇报自己课前收集到的信

息，引导学生自主分析素材采集、挖掘和积累

的方法，以及对素材的深层次理解与运用。

课中观看纪录片《大河之洲》，深层次感受黄

河的面貌特征。

二、绘黄河：油画风景主题创作的“笔”与“意”

人文黄河：从直观体验到认知思考

1. 通过“黄河赞歌”油画风景主题命题创作，

组织学生围绕“知黄河、绘黄河、颂黄河”用

油彩书写新时代黄河赞歌。

2. 【经典作品分析】：从创作草图、色稿、艺

术表现语言的选择、定稿等方面进行分析并进

行实践创作。

3.【重点讲解】：重点围绕风景油画创作中的

“笔”与“意”的完美契合问题，对经典作品

形式语言进行分析，实践中探索形式与语言的

巧妙结合。

4.【艺术家】：纪录片《赤子之心》讲述了中

国当代油画家王克举油画长卷《黄河》的创作

历程。重点分析王克举的作品中，笔”与“意”

的完美契合。

从直观体验到

认知思考，理解

画家作品的创

作草图、色稿、

艺术表现语言

的选择，深层次

分析笔”与“意”

的契合的问题。

护和治理黄河的人艰苦

奋斗、默默奉献的黄河

精神，人们从对自然黄

河的逆来顺受，到自我

保全，再到对自然运化

施加影响的历史过程

中，产生对黄河的敬畏

之情，从而对黄河进行

精神层面的人文观照，

在此过程中引导学生怀

揣家国情怀，树立保护

“母亲河”意识，坚持

自然生态文明思想和高

质量发展理念，保护生

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

通过观看纪录片及对

经典作品的深入分

析，引导 学 生 深 入 思

考 ， 主 动 研 学 。

思政融入点：通过画

家王克举的创作历程

可以窥见艺术家们从

直观体验到认知思考

的过程，深层次了解黄

河文化，在实践中用画

笔去表达黄河文化，王

克举风雨中创作，十年

如一日，从他身上诠释

了“吃苦精神、坚守精

神、创新精神、团队

精神，工匠精神”，为

年轻大学生树立了榜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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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深入

（25 分钟）

三、颂黄河：油画风景主题创作的情感表达

精神黄河：从人水情缘到价值引领

1. 【黄河人物】：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黄河画

家---靳文艺

他被国内当时媒体推崇为艺术界最早实现单人

徒步黄河全程考察写生的第一人，几十年来，

画了黄河沿岸大批的写生作品，并创作了大型

组画《黄河颂》十幅。让学生深入感受黄河艺

术家的作品及精神。

2.【线上展览】互动：“喜迎二十大·山东省黄河

主题美术创作大展”全景线上展览

【重点讲解】 +【难点突破】

主题创作的情感表达：

从画家的作品和创作过程中分析情感表达的方

式，特别是不同的艺术家都有个独特的艺术表现

语言。通过黄河主题艺术家的作品分析，使学生

找到一些角度，自主去研究自身在主题创作中的

情感表达方式。

四、主题创作的情感表达

1.【研学】：选择自己最喜爱的黄河艺术家进行

深入研究，研究其作品的色彩、造型、艺术表现

语言及情感表达，形成研究报告。

2 .【实践】围绕黄河主题，进行油画创作实践。

1 讨论： 了解的黄

河人物有谁？他有

什么样的作品？

2 线上观展谈感受：

通过线上展厅参观

线上黄河主题的展

览，谈观展感受

3 学生分享： 如何

将情感融入作品

关注不同画种对黄

河主题的表达，思

考研究如何将情感

融入到主题创作中

去。

采用作品分析法、

问题互动等引导学

生参与课堂深度思

考

思政融入点 ：依托

本 节 课 的 专 业 知

识，挖掘本节课思

政元素，通过欣赏

线上展览展出的作

品，引导学生通过

作 品 表 达 特 定 情

感。在油画风景创

作的过程中，随着

学生对黄河文化的

深入了解，由人与

黄河之间的关系而

建构起了浓郁的感

情色彩，经历数千

年，黄河文化积淀

了 深 厚 的 精 神 内

涵，从人水情缘到

价值引领，在观看

艺术家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的艺术创作

过程，以及解读线

上展览作品的过程

中，传承黄河精神，

延续历史文脉，坚定

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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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2 分）

黄河精神是："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

的精神。

体现在黄河主题创作中的艺术家身上是：吃苦精

神、坚守精神、创新精神、团队精神，工匠精神

作总结：引导学生传承黄河精神，延续历史文脉，

坚定文化自信，讲好黄河故事。

回忆、整理思路

学生自我总结：谈一

谈黄河精神与黄河主

题创作的结合，谈个

人思考的形式上传班

级微信群分享讨论

思政融入点 ：引导

学生坚持文化自信，

多思考、多实践，

传承黄河精神。

预 习 任 务

课后拓展

（45 分钟）

介绍三本课外阅读文献：《王克举画册》、《丹青》、

《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

【课题实践训练】：主题创作的色稿练习，做一期

黄河主题线上展览，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到艺术交流

平台。

【艺术家进课堂】：研学一体，通过腾讯会议连线

艺术家给大家讲解油画主题创作。

课后继续拓展学习

一是深入研究黄河精

神文化，二是研学一

体，连线当代艺术家

探讨油画风景主题创

作

在实践与研究探讨

中引导学生把握油

画风景主题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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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进

反思

（ 课 后 ）

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采用学生自评、成果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运用综合评价方

式来检测教学效果。

教学反

思与创

新技术

应用

1.对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结合是否有效和恰当进行检测，并持续改进。

2.课后教师通过学生评价进行反思，对教学设计的重难点是否得到有效解决等关键

问题进行复盘，找出问题，并试着改进方案。

3.进一步创新课程信息化技术的使用。

本案例教学效果

及反思

本案例在实际教学中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统计

数据以及学生反馈，本次授课完成了既定的教学目

标，实现了思政育人的目的。本次授课的思政育人

特色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课程思政目标融合在课前线上预习、课程内容

拓展、视频内容、课后实践任务的各个环节。学生

通过黄河人物、黄河故事、黄河主题创作等形式，

深刻了解黄河精神与黄河文化，深入挖掘不同艺术

家对黄河主题的不同艺术表达，挖掘自身独创性的

油画艺术表现语言。运用翻转课堂,通过学生自主研

学、汇报呈现的形式帮助学生深层次了解中西方艺

术文化差异，自觉传承中国传统艺术文化，掌握油

画技法材料并能进行风景创作表达家国情怀，坚定

文化自信，引导学生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和创

作观。传承黄河精神，延续历史文脉，讲好黄河故事，坚定文化自信心。

课程内容上将黄河纪录片、“黄河”守护人、“黄河”艺术家等相关事例

引入油画风景课程教学，以“黄河文化精神”为主线，从“自然黄河、人文黄

河、精神黄河”三个角度出发，围绕“知黄河、绘黄河、颂黄河”书写新时代

黄河赞歌的油画风景创作主题。通过声色影像及现场采风写生，声效立体的感

受到中国人对黄河这条母亲河的热爱之情，引导学生树立家国情怀，为祖国艺

术文化繁荣昌盛积蓄力量，激发学生的爱国意识和热情。

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育人中体现文化自信意识、创新创造意识、工匠

精神。从线下艺术实践平台的各类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真正

“忙起来”，包括课前线上学习和资源共享、课堂的师生互动和小组讨论、课

后的实践拓展和展览成果汇报等。本案例教学效果显著，使课程思政如盐入水，

润物无声，使“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真正落到学生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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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效与价值

本课程思政案例在实际教学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近年来，学生

多次在各类美术展览和专业比赛中获奖，在同专业学生群体中产生了

广泛影响。

本课程通过翻转课堂的形式，使学生自主研学、对家乡黄河流经

地区进行考察采风，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了学生的学习自主

性，锻炼了学生的艺术创作和艺术研究能力。在油画风景主题创作的

过程中，塑造了学生的艺术素养、人文情怀、专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感，

树立了家国情怀，增强了文化认同感，引领了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

和艺术观塑造。

本案例从教学理念、案例设计目标、教学内容组织、思政元素融

入、教学方法选择、教学设计优化等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组织和凝练，

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案例的思政融入方法可

以推广应用到其他艺术类课程中去，对其他学科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