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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文化自信谈美术教育在高校中实施，并不
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现有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调整，转变
思路并利用多媒体时代的信息便利就能够实现。其中，利
用碎片时间和美育本土化、地域化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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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学生审美教育，一直以来都是重拿轻放，诉诸于
实践的效果更是甚微，究其原因不过是短时间内的收益不
明显。但是教育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谓百年树
人，便是如此。我们必须明确的是美术教育不是为了培养
全民族的少年成为艺术家，而是让他们懂得什么是艺术和
艺术的力量，懂得利用这种力量丰富自己、提升自己，使自
己变得更强大。

现阶段，如何对大学生进行以中国传统艺术为基础的
审美意识培养？要增强其传统美学意识及文化自信，体现
在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自信和对传统文化的包容性输出，反
映在与文化相关的各行各业。

1　当前高校美育培养方式研究
1.1　面向非艺术专业学生，开设公共艺术选修课程
清华大学于2005年前后，为本科学生开设了40余门艺

术类选修课程，分为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四大类，每一类
课程又兼顾了基础知识、艺术实践与艺术审美三个层面。
2006年起，清华大学推出了素质教育改革，将全校的教学资
源整合为8个教学组，第一次将艺术教育从文学中划分出
来，成为一个独立、系统的教育领域，开设了美学与艺术欣
赏、美术作品欣赏、美术实践与创作、中国工艺美术史、新闻
纪实摄影等公共美术选修课程。

重庆大学是一所以工科教育为主的综合类大学，该校
虽然拥有艺术学院作为实施公共美术教育的资源和平台，
但是所开设的公共美术选修课程相对较少，仅有邮票鉴赏、
摄影鉴赏、书法鉴赏、美术鉴赏等几门美术理论课程。本科
生在校期间，要选修至少6门公选课程，完成6个学分。

陕西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综合类师范大学，该校分
设12个学科门类，其中包括美术学院，美育资源丰富。开设
多门公共艺术选修课程，内容偏重于美术理论，而一些课程
要求专业性过强，效果欠佳。

以上三所院校分别代表了我国重点高等学府、普通综
合大学和师范类高校，在以“智育”为中心的功利性教育
体制下，弊端频现，“素质”教育应运而生，最先实施的是小
学、中学。从娃娃抓起看似从根源解决问题，但是“素质”
教育的界定范围过窄，具体实施时间轴线过短，很难扭转已
经僵化的教育误区，对高等院校的成年学生进行更为深刻
和广泛的人文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被重视起来，力图在学
生走上社会的最后一道门槛上力挽狂澜。

显然，效果是有的，但离我们的预期还差很远。究其根
本，培养目标不明确，没有与学生自身、社会需求、专业需求
相结合，方式太过单一。

1.2　邀请专家名人举办讲座
2009年左右，各大高校开始举办素质教育系列讲座。

讲座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学科带头人、社会成功人
士、演员、退休官员等，就各自领域发表自己的看法，大多是
对自己领域的经验分享。

这类讲座的优势是学生可直接接触相关领域的精英，
吸收其经验，避免失误。而劣势是讲座时间短，学生能获得
的东西有限，且经验的灌输并不能完全被阅历尚浅的学生
理解和接受，效果有待考量。

1.3　组织学生成立文化艺术社团
学生社团是指学生在自愿基础上结成的各种群众性

文化、艺术、学术团体，不分年级、系科甚至学校的界限，由
兴趣爱好相近的学生组成。在保证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和不
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前提下，开展各种活动，目的是活
跃学校学习氛围，提高学生的自治能力，丰富学生的课余生
活，让学生们交流思想，切磋技艺，相互启迪，增进友谊。在
中国，高校学生社团成立于1904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优势是参与者是该社团内容的爱好者，省略了培养兴趣的
时间，通过社团活动直接进入优化阶段。缺点是学生群体
具有不稳定性、易被误导性等特点，因此需要更有经验的教
师予以引导和监督，其适度很难把握。因此，目前全国高校
现有的美育方式大多弊大于利，事倍功半。

2　基于文化自信谈美育教学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源于对我国传统文

化的推崇。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精神内涵往往具有
丰富多彩的外在表现形式，其中，涵盖面最广的是中国传统
艺术。

那么基于文化自信谈谈美术教育在高校中如何实施？
是否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经过研究，事实证明是不需要
的，在现有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调整，转变思路并利用多媒体
时代的信息便利就能够实现。

2.1　调整教学内容呈现方式
以现有的公共艺术选修课美术欣赏为例，不管是艺术

相关知识，还是历史发展过程，传统的知识讲解方式略显枯
燥，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够持久，一些章节容易让学生走神。

对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的此门课程进行内容呈
现方式调整，将教学内容做更加细致的分解后筛选，其重点
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名艺术作品，而定位于美学价值高、
可挖掘内容丰富的作品。将讲解单一作品作者的方式改为
相关作者与作品捆绑讲解，突出重点的方式。设计思路如下：

（1）教学方式——故事、纪录片。本节课重点突出对
浪漫主义绘画代表人物及其作品的欣赏，结合历史和创作
背景，按照影响力大小，突出讲解其中的一到两幅作品，并
根据画面所描绘的内容，用讲故事的方式展开，提升趣味
性，增强学生对作品的记忆。

同时，在讲授的过程中不断提出问题，让学生产生疑问
并积极思索，用自己的答案与正确答案作对比，加深学习印
象。最后，提出浪漫主义风格在其他艺术门类的作品中有
哪些特点，让学生课后思索并查阅资料，有利于拓展学生的
知识面，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2）教学手段——综合图片、视频、音乐的 PPT 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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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的学生认为这种方式提高了自己对艺术的兴趣，
且89% 的学生认为这种方式让自己更喜欢上课了，86%
的学生则认为播放艺术短片对自己的专业课程学习起到了
积极的影响。同时87人表示希望老师在下学期的课程中继
续播放该类视频，无学生表示拒绝这种方式，仅有1人表示
无所谓。

通过这次试验，我们发现，与艺术相去甚远的专业的学
生对自身艺术素养的提升没有明确的概念，因此很多学生

本课程采用多媒体平台 PPT 制作，通过丰富的演示方式对
大量图片、视频、音乐进行讲解，让同学们对所学内容有更
加直观的了解和体验。通过刺激学生的直观感受，提高其
学习兴趣，同时扩大课堂容量，有利于和学生之间的互动，
引导其积极主动地思考。

（3）教学特色——情感和价值。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理
解，学生能全面而理性地思考问题，并思索感性因素在理性
实践中的作用。让学生明白，对艺术作品不能人云亦云，而
要全面理解后发自内心地感悟。

经过几个学期的教学，这一部分内容采用以上教学方
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在陕西省公共艺术教学展示活动
中取得一等奖的好成绩。

2.2　碎片时间聊艺术，化整为零
专门的时间学习专门的知识是一种系统的学习方式，

这种方式严肃高效，但也是对学生的一种勉强。而艺术恰
恰与勉强相悖而行，艺术是一种兴趣与爱好，艺术素养也是
发自内心坚持的成果，不能一蹴而就。针对这一问题，需采
取用碎片时间聊艺术的方式，将整体的知识系统打散，不可
求系统和逻辑，先完成知识的普及，引起学生的兴趣。

以工程管理专业为例，选择技术经济学和房地产估价
两门课程，由任课教师利用课前5分钟和课间5分钟播放艺
术类短片，该类短片由艺术专业教师针对该专业学生的特
点进行筛选和编辑，陕西本土艺术品与其他地区、国外艺术
品的比例为6:3:1。这两门课程分别有32学时，视频安排在
课程进度1/3处播放，直到课程结束。

随后对该专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对88份有效问卷
进行了统计，得到数据如下：

做的调研并不准确。而通过碎片时间先行灌输艺术的方式
让学生对艺术有了初步了解，让学生通过长时间的思考，同
时在自身专业的学习中冷静而理智地综合思考，做出的判
断更加准确。

2.3　艺术实践本土化、地域化
对艺术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稍作调整，比如，对图

案设计的课程要求做出调整，要求其基于大学所在地陕西
或具体到关中地区的传统图案进行创作，有利于学生获取
素材。据统计，98% 的学生选择陕西历史博物馆进行调研，
60% 的学生在此基础上增加对周边的关中民俗博物馆、汉
阳陵博物馆等进行调研。100% 的学生在网上搜集资料，但
仅有极个别学生只通过网络获取素材。

将本届学生的作业与前几届对比，发现作业质量有很
大的提高，且学生完成作业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3　结语
通过以上案例，我们发现，在美育教学中，针对不同专

业学生，合理制定培养目标是关键，且需要搭配不同的教学
内容、方式，并依据此制定合理的考核方式。

在教学中侧重大学所在地及附近省份的文化艺术讲
解，更有助于拉近学生与知识的距离，并激发学生自主学习
的可能性，进而培养兴趣，增强其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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