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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高校艺术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

全面提高学生

艺术素质
。

在通识教育视野下
,

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应如何发展以促

进学生的全面综合素养的提升
,

本文将从改革思路方面进行探讨
。

关键词 : 艺术教育 ; 高校 ; 通识教育

项目 :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2 0 1 5年校级教改项目 (J 反0 1 526 )

高校的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

落实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
,

实现改进美育教学
,

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 目

标
,

学校艺术教育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

必须充分发挥自身

应有的作用和功能
。

近年来
,

国内学者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
,

提出了通识 (g e n e r
al

e
du

C
at i。n ) 教育

的观点
。

本课题中
“

通识
”

理解为
:

各个专业学生都需要学习的

知识
,

这些知识没有专业的限制
;
另一方面是指在学习具有普遍

性的
,

对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普遍根本意义的原理性知识
,

如艺

术方面
,

具有普遍影响力的知识
。

本文将从以下几点试论在通

识教育下的高校艺术教育改革思路研究
。

一
、

通识知识与艺术教育的关系

近年来通识教育己经被越来越多的提起
,

国家教委教育部于
1 9 9 8年发布了 《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

,

其

中目的明确的指出要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涉及到通识教育
。

通

识本身提倡学习知识没有专业限制
,

学习具有普遍根本意义的原

理性知识
,

而在艺术的发展史中每一时代的艺术都不是孤立存在

的
,

它是时代背景和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综合产物
,

在艺术表现及

风格等方面相互渗透
。

这种特点与通识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
。

高

校艺术教育旨在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能力
,

通过艺术课程或活动奠

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及底蕴
,

培养素质全面的人才
。

二
、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现状

(一 ) 对公共艺术教育的不重视

在国家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
,

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有了

一定的成绩
,

大多院校成立了独立教学机构
,

上级教育主管部门

建立了有效的评估机制
,

为高校的艺术教育工作起到了良好的推

动作用
。

但问题仍然存在
,

比如
,

教师短缺
、

资金不到位
,

基础

设施不完备
、

艺术活动场地的缺失不能顺利进行实践活动
,

也令

参加活动的教师和学生 的积极性备受打击
。

选课制度的不完善
。

在选课前缺少对学生 的选课指导
,

对

课程的介绍
。

课程以音乐
、

美术欣赏类的课程居多
,

艺术涵盖范

围较少
。

部分院校只将教育部设定的八门限选课程记做艺术类学

分
,

这种做法使学生集中选修限选课程
,

而其他门类及艺术实践

课程乏人问津
,

这样影响到课程的开设
,

也难以真正发挥艺术教

育的积极作用
。

(一 ) 学生

现今的大学课堂追求
“

实用性
” ,

艺术教育类的课程大多是为

了
“

凑学分
” ,

这种
“

重专业轻选修
”

的观念在学生中广泛蔓延
。

学生在选课时缺乏引导
,

对课程的了解与认知
,

大多是向高年级学

长打听而来
,

所报课程也是因为教师
“

不点名
,

好过关
”

等
。

学生艺术素质普遍较差
。

笔者在艺术实践活动中发现
,

大学生

在中学时间的音乐
、

美术等课程大多缺失
,

尤其在经济落后的农村

地区学生几乎没有上过音乐美术课
。

这在一方面也反映出学生的艺

术素养的低下及鉴赏能力的不足
,

艺术教育工作任重道远
。

(二 ) 教师

现今高校中的公共艺术教师
,

大多为艺术专业院校毕业
,

科

班出身
。

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

但大多数综合素质较低
。

这使得教师难以将艺术知识与人文知识相结合
,

例如有关艺术风

格
、

艺术流派等的形成发展在各艺术门类中的相互影响及统一特

点不能融会贯通
,

通识教育效果不佳
,

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厚
。

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手段单一
,

以艺术专业的模式上课
,

内容过

于专业化
,

这让学生感到艰深晦涩
、

学习枯燥无味
。

三
、

高校公共艺术改革的思路

(一 ) 公共艺术教育的措施改革

艺术教育担任着培养大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任务
。

在通识

教育体系下
,

学校应加强师资建设
,

培养专业能力过胜并具有深

厚文化底蕴的教师
,

不仅能承担艺术知识的普及
,

还能从艺术的

角度拓宽学生视野
,

增长人文知识
,

提高审美素质与能力
。

课程

面向全体学生
。

在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

中指出
“

有条件的学校
,

应将任意性选修课程纳入学分管理
。 ”

将限选课程与任选课程有机结合
,

利用学校自身优势及资源开设

课程
,

扩大选修课范围
。

该课程体系分为三个层次
,

通识基础课

程
:

如艺术概论
、

文艺导论等
,

旨在传授艺术发展史
、

艺术流

派
、

艺术作品等
,

建立基本的艺术视野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

培养

艺术情操
。

第二层次
:

面对想进一步提升艺术素养的学生可选择

一门具体艺术门类继续学习
,

在人文
、

历史
、

流派等通识知识基

础上继续探究艺术之美
,

建立良好的审美情趣
,

利用原有的通识

知识来解释美
、

培养欣赏美
,

理解美的能力
。

第三层次
:

根据各

院校自身情况
,

开设实践类课程
,

如舞蹈形体
、

钢琴弹奏技法
、

合唱与指挥
、

素描
、

器乐合奏等
,

从实践方面提高学生的艺术修

养
,

在实践中发现美
、

创造美
。

对学生选课前进行指导
。

现各高校 己有较规范的教学管理 网

络系统
,

学生选课在网上进行
,

在选课前应对课程加 以介绍
:

课程

类别
、

教学内容
、

教学大纲
、

学习目标及学习方法等
,

让学生对所

学课程有初步了解
,

根据学习兴趣
。

或者由任课教师可进行选课指

导
,

对课程做简单介绍
,

这样更直观的带领学生开启艺术之门
。

在课程之外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
,

首先
,

可联系在校内外艺

术专家
、

名流开设艺术讲座
;
其次

,

带领学生进行实践活动
,

如

参观画展
、

编排舞台剧
、

欣赏音乐会
;
再次

,

将艺术社团与大学

生的艺术活动紧密联系起来
,

将艺术活动撒播开来
,

犹如星星之

火丰富校园文化
,

提升学生艺术修养
。

(二 ) 提高教师自身素质

教学效果的好坏与教师有着直接关系
。

教师应具有较高的综

合知识
,

深厚的文化底蕴
,

在教学中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

能够旁

征博引
,

让学生在艺术领域中触类旁通
,

积淀文化知识
。

现今社

会知识不断更新扩充
,

教师要紧跟时代
,

不断提高专业能力
,

提

高艺术视野并利用新的教学方式方法
,

如网络教学
、

翻转课堂等

等
,

实现与通识教育的融合
。

四
、

结语

通识教育的理念是培养综合素质的人才
,

高校的艺术教育以

通识教育为理论依据
,

将会培养出具有开阔视野
、

高尚情操
、

较

高审美能力的大学生
。

随着教育方式的不断完善
,

学生的素质也

将不断提高
,

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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