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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研究如何解决高等美术教育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准确性等一系列问题的对策。教书育人的
核心在于人，只有建立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才能打破传统技术训练对学生学习带来的束缚，真正意义上提高学

生的人文素养。在美术教学中要尊重人的价值，要基于人文主义来开展美术课程，有机结合艺术、文化和科技，

使得美术教育能够真正促进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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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美术学科不断发展，其办学形式和办
学方式也变得更加多元化。尽管高等美术教育

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各个高校也在积极响应

国家教育部门的号召扩大美术专业的招生规模，

但各大学校的美术教育大多重视技术教育，缺

乏对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这也导致学校所

培育出来的毕业生往往只掌握了技术，却并不

具备良好的创新创造能力和审美判断能力。通

过分析高等美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有

利于找到推动高等美术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对策，以便于培养出更多具有良好人文素养和

审美能力的美术人才。

一、从教育的本质看问题—高等美术

教育的使命与目的

　　美术是艺术领域中及其重要的分支，学习
美术能够养成更好的人文素养以及审美情操，

美术教育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价值，要让学生在

学习这门艺术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成长。根据

２０１７年版 《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中关于高

中美术课程的目标，美术课程就是要德育先行，

通过美术教育让学生学会合作探究、自主学习，

让学生可以联系现实的生活情境来领悟美术的

人文内涵，并掌握提出问题和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美术课程的教学要让学生形成良好的社

会责任感以及使命感，同时要让学生形成美术

学科核心素养。从上述课程目标来看，我国教

育部关于美术课程的教学目标强调了对于人们

审美能力、人文修养等方面的培养，甚至强调

了美育在塑造人的性格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

美育教育能够让人们拥有发现美的眼睛与心灵，

形成美的情操与品格。

新时代，高等美术教育工作者要深刻意识

到美育教育就是要帮助学生超越物性，形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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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人格。高等美术学院要充分明确美术教育

应以立德树人为主，要充分意识到高等美术学

院在美术人才培养方面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使命。

除了要继承和发扬传统美术文化以外，还需要

培养出更多拥有健全人格和艺术表达能力的美

术人才，而这些美术人才才真正能够为当代高

等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当代高等美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分析

高等美术教育的发展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

共同影响，而找到这些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才能找到推动高等美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一）教育的一般发展

教育有极为明显的历史继承性，与社会、

文化以及经济的发展都密切相关。教育界曾经

探讨过教育的目的，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的教

育观从未断绝。

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对我国

教育理念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我国更

秉持社会本位教育观，诚如栗宪庭先生所提到

的 “意识形态工具论艺术观”，这一观点对于高

等美术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即使在社会转型以后，人们关于美术教育也展

开了关于个人和本体等多方面的思考，而这种

思考也使得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教育观开始

出现了冲突与矛盾。一方面，人们开始关注过

去在教育工作中常常忽视的个人价值，例如体

能、情感、道德、性格、心理或者精神等等，

随着教育文化观念所发生的变化，在现代的教

育工作中更关注个体的价值。

（二）美术与高等教育的相互作用

现行的美术教育制度僵化而落后，已经不

利于美术教育的健康发展。各大高等美术学院

目前存在滥用美术实用主义的情况，这种美术

教育实质上反而束缚了学生的思想。通过引导

学生掌握美术技巧来更好的就业，这实质上代

表学校的美术教育已经忽视了美术教育的本质内

涵以及教育规律，只一味重视为学生传授美术的

技巧，却忽视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以及审美能

力，难以实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目标。

三、培养过程的回归

我国高等美术教育要从新时代出发调整其

原有的教育理念，要注重学科融合，调整美术

专业的课程，从学生的个性特征、美术教育的

独特性以及本质内涵等多方面出发，加强教育

内容和教育方法的全面改革。

（一）探索人才培养新目标

目前在各国的教育改革中，都希望通过教

育来培养人的高阶能力。事实上，文化竞争目

前在各国的竞争中占据主要地位，这是因为文

化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拥有超强的

文化竞争力，也就代表这个国家或地区拥有不

可侵犯的文化软实力。美术教育近年来得到世

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之下，人们开始

渐渐关注美育的功能以及目的，讨论了可以实

现美育目的的方法与对策。在此背景之下，当

代高等美术教育要制定合理的人才培养目标，

才能够为社会的发展输送更多合格的艺术人才，

真正意义上实现国家的富强。随着社会的发展，

学者们也提出应当以更加开阔的全球视野来探

讨艺术教育的观点和方针，找到培养美术人才

的方法，探索推动艺术教育发展的可能性。只

有探索出人才培养的新目标，才能尊重推动艺

术文化教育的高速发展，使其培养出来的人才

可以真正推动国家的发展与富强，以求提高国

家的文化软实力。

（二）探索开设多学科交叉的新专业

新媒体艺术在现代科技的支撑下得以高速

发展，这也为艺术的创造性带来了新的可能。

中国美术学院以及中央美术学院先后在２０１０年
和２０１４年分别创立了跨媒体艺术学院和实验艺
术学校，两大学校的主要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培

养出掌握媒介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在全球视觉文化快速更新的背景下，我国

高等美术学院要从全球视角出发探索高等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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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未来发展之路，要以培养出拥有良好人

文素养和审美意趣的艺术人才为目标，并实现

美术学科和各专业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发展，

培养出具有综合素质的现代艺术人才。

（三）探索多样化教学方式

高等美术教育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的人文素

养和审美能力，因此高等院校也要从这一目标

出发来制定美术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以

求培养出更多可以提高我国文化综合软实力的

人才。

首先，高等美术教育要从人文素养这一角

度出发来设置教学内容。例如目前高等美术学

校培养的包装设计师、ＵＩ设计师等，这些人才
凭借一技之长就业，但如果只掌握本专业的知

识而不了解其他人文知识，不仅不利于这些人

才的职业生涯规划，也不利于实现其更高的人

生理想。美术学科拥有极为显著的人文特征，

极深厚的人文内涵能够让学生在美术学习中了

解自我的价值、意义，并能够通过美术艺术来

对抗僵硬的现实社会，实现个人的发展与自我

成长。高等美术教育要始终牢记其人文性质的

特点，其主要目的不是提高学生的技术能力，

不能用技术训练作为堆砌来开展美术教育工作，

而是要有效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杜威认为美

术技巧的教导，首先要向学生传输美术具有深

厚人文内涵的观念。湖北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

学院在２０２０年的本科招生中，其复试考题都以
诗句为主，主要对于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能

力进行测试，如果学生在参加考试时没有良好

的人文素养，将很难完成以诗句为题的考题。

事实上，这种以诗句为题的开放性考试，打破

了高等美术学院传统固化的试题形式，是我国

高等美术学院为了挖掘更多具有人文素养的人

才而做出的尝试。因此，我国教育工作要充分

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高等美术学院也需

要和其他人文学科知识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学

生求知求实，同时在教育工作中要以全球性的

视野来打开学生的眼界，使其能够自觉主动的

参与知识的学习，并能够通过对知识的学习来

提高个人的人文素养。

其次，要尽可能拓宽美术教学内容的范围。

目前高等美术教育进一步细化了美术的专业知

识。贾斯佩斯曾经提到，知识不能作为单一的

某种变量而存在，且知识是一个整合存在，在

美术教育中也认为知识是一个整体，只有打破

不同知识之间的无关联性，才能帮助受教育者

掌握更多的知识，并通过对于这些知识的有效

理解，提升受教育者的综合素养。

再次，美术教学要高度契合于学生的身心

发展规律，学生通过参加美术教育活动，就可

以充分领略美术活动中的内涵以及实质，并最

终成长为一个乐观向上的优秀人才。

最后，在当前时代中，美术也开始和影像

传媒进行深度融合发展，美术的图像功能、宣

传功能以及记录功能都彻底被照相机、设计软

件以及影像复制技术所取代，但美术的发展仍

然有其不可比拟的地位。中国美术学院以及中

央美术学院先后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分别创立
了跨媒体艺术学院和实验艺术学校，两大学校

的主要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培养出掌握媒介技术

的复合型人才，而这两大学院的成立，实现了

传统美术教学和科技的有机整合，推动了当代

美育教育的高速发展。

（四）强化思维训练

在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下，导致学生失去

了自主思考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而美术教育

就是要打破这种惰性，让学生可以在美术的艺

术殿堂里爆发无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这就表

明传统幼师教育和美术教育的目的相悖性。早

期西方的古典式师徒传授教学模式，以画室为

主，而逐渐发展到当代艺术教育以后，传统的

素描、解剖和透视等都被西方美术所抛弃，当

代艺术教育并不仅仅只是向学生传授画布的技

法，旨在通过艺术教育让学生学会发现问题并

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学生能够通过创作艺术作

品来表达观念。

现代美术教育强制性要求教育者接受已有

的观念，往往让受教育者在艺术思考中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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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性，失去了反思能力和追问能力。事实上，

在艺术教学中就是要通过思维训练的方式让学

生学会提出问题并分析问题，美术教师也需要

通过训练和引导等多种方式，让学生学会独立

思考和自我反思。中国美术学院所建立的实验

艺术系，就能让学生带着批判性的思维来分析

当代艺术系统，这无疑能够进一步发展学生的

想象力，让学生在艺术领域中遨游与创造。美

国国家核心艺术标准联盟也曾经提到，艺术教

育就是要打破传统对学生的束缚，让学生学会

自由思考，学生在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中能够对

于社会和生活产生不同的感悟，这种感悟能够

发人深省。

在学生的思维训练过程中，要让学生在社

会实践或者生产劳动中来验证其大脑所吸收的

知识，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就很有可能导致

学生的个人知识体系无法与其他事物相融，甚

至会因此而产生惰性思维。怀特海认为，“不加

运用的知识必定有害”，这时直上就是怀特海从

惰性思维的角度出发所提出的结论，他认为如

果学生脑袋里的知识没有联系社会生产和社会

实践活动，那么这些知识就是无用的。中国美

术学院开设的跨媒体艺术学院，为社会培养出

更多掌握了新媒体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这些人

才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来创作艺术品，同时可

以通过艺术品来表达自己对艺术的想象与观点。

中央美术学院的实验艺术学院，就是要让学生

在艺术学习中可以有机结合文化资源、科技资

源和艺术资源，帮学生养成良好的实验精神，

提高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美术教育就是要将

实际教学和现代科学技术与知识充分整合起来，

让学生懂得通过实践活动来验证自己所学到的

知识，以便于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样的美

术教育才能真正推动当代科技的发展。

不同学生适用于不同的教学方式，“艺术教

育就是要充分注重每一位学生的个体发展，要

将艺术教育的光芒照耀每一位学生。”美术教育

就是要尊重学生的个体自由，充分凸显出美术

的人文性质。美术教师要从学生的个性以及教

学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灵活的教学手法，那些

僵化的教条主义只是例行公事，并不能让学生

在美术学习中特立独行的表达个人的情感。

（五）持续改进教育评价

学生只有在学习中学会自我反思和自我判

断，才能够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美术教

育还要引导学生学会赏析优秀艺术作品，并通

过同窗互评和自我评价等多种方式，让学生学

会自我思考以及分析解决问题。同时，学生还

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了解他人和自己的优缺点，

这无疑能够让学生更好的进行自我反思与批判，

也有利于学生的个人审美判断能力以及综合素

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１］吕澎．中国当代美术史 ［Ｍ］．杭州：中国美术学

院出版社，２０１３：８７．

［２］傅智琪．聚焦智慧教学 深化高中美术鉴赏教学

———以教学案例 《礼仪与教化》为例 ［Ｊ］．美术

教育研究，２０２０（０１）：１５０－１５１．

［３］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 ［Ｍ］．上海：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２１．

［４］王平．“美育”理论形成及其实践现状的数字人文

研究 ［Ｊ］．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２１，４１

（０５）：１２１－１２８．

［５］田瑶．当代高等美术教育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Ｄ］．湖北美术学院硕士论文，２０２１：１２－１５．

［６］郑佳欣．“美育进中考”背景下音乐课程考试的几

点思考 ［Ｊ］．艺术评鉴，２０２１（１８）：１０７－１０９．

［７］钱舒．法国高等艺术院校的通识教育模式 ［Ｊ］．新

美术，２０２１，４２（０３）：２４１－２４５．

［８］高洪．筚路蓝缕 开启新篇———江丰与我国马克思

主义高等美术教育 ［Ｊ］．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２１

（１１）：１３－１５．

［９］本刊主编．避免以评估为导向，让高等美术教育回

到人文精神的轨道上———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

媒学院甄巍教授谈 ［Ｊ］．工业设计，２０２０（０１）：

９－１２．

［１０］袁坤．构建当代高校美术教育模式的新设想———

评 《迷失与重塑：２０世纪中国高等美术教育模式

的反思》［Ｊ］．中国教育学刊，２０２１（０１）：１４６．

（下转第５４页）

·２４· 当代高等美术教育存在的问题与改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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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分类管理背景下民办高校学术期刊的困境与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