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61 -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 (2)2020,7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综合类高校通识艺术课程模式改革研究

韩 璘
（吉林建筑大学 吉林长春 130118）

【摘 要】 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不仅要求综合类院校构建和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更要求综合类高校注重通识
教育，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创新思维和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达到受教育者可以通行于任何人群
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人才。而通识艺术教育可以提升综合能力发展综合性人才，所以说综合类
高校在对艺术课程模式上的改革刻不容缓。本文在通识教育背景下结合国内外成功案例，对综合类高校
艺术课程模式改革进行探究，旨在为综合类高校艺术课程改革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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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综合类高校通识艺术课程模式改革是我国文
化建设的重要支持
文化是凝聚一个国家灵魂的“工程”，也是在这个多

元碰撞时代互通交流的“卡片”，所以文化建设的好坏是

与世界沟通筹码多少的体现。而文化的培养的黄金时期

就是高校教育时期，高等教育时期的通识艺术课程可以

发展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疏导内心压力和焦躁，可以培

养优秀品质，在学习中学生自主性的构建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进而潜移默化的输送我国五千年的优秀文

化。所以综合类高校通识艺术课程模式的改革对我国文

化的建设至关重要。

2  通识艺术课程模式的发展研究

2.1 国外对艺术课程模式的发展研究
1994年，美国发布艺术教育相关准则，正式提出每

个学生都有权享受艺术教育，发展自我个性。如今国外

一流大学都将艺术课程列为评估教学的标准，任学生自

由的展现自我个性，发扬自身优秀品质。所以国外对艺

术课程的研究已经形成固定的教学模式。

2.2 国内对艺术课程模式的发展研究
早在战国时期《中庸》中就提到“博学之，审问之，

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意思是博学多才的人，他的

成功使必然的。这样的思想就是再说做学问不仅只学知

识，还要多方面发展，所以艺术课程正是学生能力储备

的一条道路。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也在不断研究，但

观点大概一致，那就是艺术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是促进学生艺术细胞，审美品位，创新思维的

重要途径之一。所以我国目前正在加速通识艺术课程模

式的改革，以保障人才的全面性发展。

我国的艺术教育模式其实在西周时期已经初具规模，

在我国五千年的历史中艺术种类繁多，艺术教育是从小

就开始的，但我国真正开始将艺术课程加入传统教学还

是在 20世纪初，所以我国的通识艺术课程模式还在摸索 
改革中。

3  综合类高校设立通识艺术课程的意义

3.1 艺术是陶冶情操的人文教育
完美之人，需具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艺术教育

传统的教育模式学术分科太过于专门，知识体系割

裂严重。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这种模式将逐步被

淘汰，随之新产生的人文教育观念更加注重知识学习的

综合性和完整性。而这种人文教育中的艺术教育是首先

应该引起综合类高校重视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综合

类高校艺术课程还处于缓慢发展中，出现了艺术教师团

队缺少，课程内容不完善，课程进行受阻等一系列问题。

为了提升综合类高校在艺术课程模式的教育水平，必须

加大研究力度和推进艺术课程模式改革。

1  综合类高校通识艺术课程模式改革的重要性

1.1 综合类高校通识艺术课程模式改革是发展综
合性人才的路径
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培育

可以独立思考问题，思维活跃的，知识和能力一流的综

合性人才。而通识艺术课程的加入可以提升大学生对事

物的鉴赏能力及审美能力，进一步构建学生精神世界文

明。艺术是文明走过留下的痕迹，它可以拓宽人们对世

界的想象，使人们不断地发明创新。艺术教育的魅力之

处在于开发每个个体身上独有的潜力，激发其思维，培

育出一个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1.2 综合类高校通识艺术课程模式改革是高等教
育事业发展的需求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教育事业的不断推进，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迎来了高潮时期，这意味着我国的教

育事业从数量较少的高精尖人才培养转向群众化知识技

能培养。但人才的培育模式不能是单一不变的，需要多

元化，具有科学性的培养，令群众化知识技能培养向全

面性综合素质培养过渡。所以教育事业的发展又迎来了

新的挑战，要想高等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目前的教育模

式就需要改变。

综合类高校教育不能只是注重学科专业教学，更应

结合学生精神文明建设。所以综合类高校应增进艺术课

程或该进艺术课程，来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发展。学

生综合素质可以评判高校教育水平的高低，因此综合类

高校应给与艺术课程教育同公共课程教育同等地位，这

样不仅对提升学生审美品位，激发学生创新发展有很大

的帮助，还可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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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通过艺术课程模式的深入发

展，学生可以感受这个多彩的世界，想要再深入认知这

美丽的世界就需要提升我们的艺术修养。对艺术有一定

的涉猎，可以提高欣赏这个世界的能力，发展审美意识，

使自己的思维达到一定高度，实现精神上的自由。这样

也能体会到艺术给带灵魂的纯净洗礼。

3.2 艺术教育是开发学生的自身能力
艺术需要想象力，创新能力。中国目前的教育模式

还处于应试教育，一味地强调成绩的重要性，使成长中

的孩子丧失了本我个性，模仿能力强过创新能力。而增

加艺术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学生自身特性，激发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3 艺术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
世界上不缺少美，但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而要培养

发现美的眼睛则需要艺术教育，因为艺术教育可以提升学

生的审美品位，让学生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艺术教育

一定程度上可以比作浪漫主义，在浪漫主义的描述中能

体会到其带来的愉悦，和美的感受，在其中艺术教育就

是唤醒浪漫的过程。是审美意识形成的启蒙指导老师。

4  综合类高校通识艺术课程模式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4.1 综合类高校对艺术课程模式的改革认知不明确
通识教育是艺术课程顺利进行的保障，艺术课程的

开设是对教育体系漏洞的修补，许多高校都可以有效的

认识，但是艺术课程教育与专业课程教育两者相比，专

业课程教育还是龙头地位，对于艺术课程的教学安排并

没有提上日程，各综合类高校高举着通识教育的旗帜，

但是实行进度令人担忧。所以对综合性人才的培养水平

还有待商榷。因此，怎样将艺术课程教育与专业课程教

育两者有机结合就是明前最大的待明确事项。

4.2 综合类高校通识艺术课程选修性不高
高校学生在大一大二阶段中必修专业课安排较满，学

期内虽有规定选修课，但课程安排较少，教务抢课时较麻

烦。有的学校对于艺术课程的安排设有学分制，但要求较

简单，教学模式较单一，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设有的

艺术课程不多样化，枯燥的教学内容使学生缺乏听讲的

效率，所以极大的消减了高校设置艺术课程的目的性。

4.3 综合类高校艺术课程教学的师资力量不够
我国综合类高校对艺术课程的开设安排的师资力量

不够，只是堪堪够教授单一科目，就对艺术教师的单一

科目教学进行评估，评估成绩也是不够优秀的，所以出

现了一些照本宣科教课的教学现状，对真正的艺术教学

相差甚远。高校对艺术课程教育的教师招聘时，太过于

重视理论知识的考验，而没有对实际专业素养进行考核，

这样就出现了明明是艺术课程教育却上出了专业知识教

学的感觉。致使艺术教育课程无法使学生感受到艺术熏

陶和情操的提升，艺术教育课程形同虚设。

5  综合类高校通识艺术课程模式改革的建议

5.1 学习国内外成功艺术课程模式加以改进
国外注重艺术教育，艺术教育是从小就灌输在他们

骨子里的。以美国艺术课程模式为例，美国是一个殖民
组成的国家，没有本土的文化，但是不得不承认从零开始
到现在他们的艺术培养模式已经十分成熟。美国认为艺术
思维就是科学思维，而科学思维就是逻辑思维，这种新
思维教育模式值得我国高校借鉴。而美国对于艺术教育
的课程安排与正常的专业课程安排形成了对等，甚至艺
术教育还占比较大。这样的培养进程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并且美国对艺术教育的重视程度较高，前后多次颁布与
其相关的法律政策。这提醒我国不仅要重视艺术教育的
推广，还要进行强制性，维持艺术教育的发展路径。

5.2 改进综合类高校通识艺术课程体系
牢记教育目标，改变教育模式，改变教育思想。教

育目标是培养全方位人才，全方位人才的培养一定是有
艺术教育和专业知识齐头并进的，对与艺术课程体系的
改革要多样性发展，扩充艺术教育的渠道。经研究发现
各高校，艺术课程较单一枯燥，学生机械性学习，不能
较好的体会艺术教育的愉悦性，艺术教育适得其反。所
以应积极改进艺术课程体系。

5.3 增加专业强硬经验素养的艺术教师团队建设
综合类高校要想培养出综合性较强的人才一定要重

视艺术教育。艺术教育的关键就是教师。第一、对教师
的招聘工作，不应只关注知识讲解，也要注重经验教学
和体会教学。第二、不定期邀请艺术大能交流教学。第
三、对教师建立考核制度，督促教师积极改进不适宜的
教学方法。组织教师和各大高校进行课程教学交流，及
时获取最新方法进行教学工作。

6  结语

综合类高校通识艺术课程的改革离不开国家、政府、
高校等各个方面的支持推进。其改革是社会进步发展的
要求，也是培养综合性人才的必经之路。通识教育背景
下，艺术课程可以使学生的审美品位得到提升，陶冶情
操的同时提升了学生精神文明建设。但我国目前的艺术
课程模式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但任何事物的改变不是一
下就能完成的，需要不断的改进与摸索。所以综合类高
校通识艺术课程模式的改革应循序渐进，不能盲目进取。
通过借鉴学习国内外的优秀经验，改进自身问题，最终
形成一套完善可行的艺术课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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