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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艺术鉴赏课中“大先生”的身份使命及实践探索
王华云　刘　剑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对于艺术鉴赏这种强理论课而言，教师应以传递文化

价值观为最终教学目的，在师与生的关系、教与学关系以及学与

评的关系中围绕师德展开。师德的实践过程也是“大先生”自塑

的过程，教师应思考在教学中提升素养、借势传统文化以及丰富

教学手段等方面，以此实现立德树人的价值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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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在蔡元培看来，“尚自然，展个性”，

在第斯多惠看来，“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

鼓舞”，中外的教育学家们都认为教师的引导性在教学过程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给新时代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仅要做专业知识的传播者，也要做道德标准的示范者和躬行者。

一、“大先生”的理论逻辑及时代认知

“大先生”理论实质是儒家思想中的求“仁”。孔子曰：“人

而不仁，如礼乎？人而不仁，如乐乎？”孟子在“人之所以异于

禽兽者几稀，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指出仁义是区分人与野兽

的根本。可见，儒家主张“仁”是社会道德的核心，“礼”是其

外在的德行表现。新时代“大先生”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关

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思想。二者在思想内涵中具有继承性——

以人为本，发展人高尚的道德情操。

“大先生”的育人核心是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尤其是价

值观的培养。教师要实现从“教书匠”到“好老师”到“大先生”

身份进阶转变，不仅要全面发展自身，还需要培养学生成为全面

发展的人才。在孙凌宇的《明德致善品高志远：新时代“大先生”

品质哲学维度探赜》一文中，他指出“大先生”品质培育需要从道德、

志向、智慧、技艺、境界五个维度展开。对于艺术鉴赏教师而言，

往往会采用案例解读进行直观式教学，使学生从案例中获得技艺

和情感的认知。因此，培养学生的道德、志向和技艺是鉴赏课教

学的重点和目标，以德化人，以美育人。

二、提升自身素养是以德立教，以身示教的前提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高校教师要坚

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更好担起

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教师作为落实立德树人的

根本主体，首先应自省完善自身的素养。一是提高自身的政治敏

感性。政治素养是师德建设的核心。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直

接的思想传播者，教师理应具备扎实的政治理论和一定高度的政

治觉悟。艺术类课程相比于其他门类课程，具有主观性强和评价

标准多元的特征，在备课阶段面临众多的国内外的作品范例以及

舆论导向，需要教师具备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防范政治风险的能

力，对一些国外的文字、图片、视频加以辨别，甚至要至注意资

料 的信息来源与大众评价。二是明确教师的行为底线。法律素养

是师德建设的客观要求。虽然艺术专业和法学专业的学科内容上

没有交叉，但是作为高校教师，理应明确教师的权利、义务与底线，

避免师德失范行为的出现。三是积极履行教师义务，并视之为终

生奋斗的事业。职业素养是师德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向学生展

现师德最直接的方式。高校教师与中小学教师的授课内容、授课

群体虽大不不相同，但一样顶着教师职业的光环，因此，教师应

树立育人理念，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意识，反复锤炼课程内容，

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遵守学术道德。此外，爱岗敬业、教书育

人的精神应该体现在教师的每一节课里：课前充分备课——课中

热情讲课——课后反复磨课。让学生在教师的教课内容、教课过程、

教课方式中感受到教师的认真，从而积极反馈学习成果，尊重教师，

尊重知识，真正达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三、以正向文化观为媒介践行价值观教育

价值观认同教育是立德树人的根本着力点，也是新时代“大

先生”育人过程中的重点。艺术鉴赏课归根结底是文化的鉴赏。

因此，理应重点培育学生正向的文化观，尤其是对中国传统的文

化的认知以及中西文化差异地看待。建构文化的认知并非一蹴而

就，而是分阶段、分步骤进行。打破学生被流行文化裹挟的真空

状态是开局阶段。随着近些年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各种亚文化涌

入中国，如二次元文化、腐文化、同人文化等，这些流行文化以“玩

梗”“解构”为主要形式得到了当代大学生的喜爱，但一些内容

毫无底线，不仅充斥着色情、暴力元素，更有甚者对中国的历史、

法律、道德等严肃命题进行歪曲，给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造成了

极大的伤害。这一切应归因于学生对于历史认知的模糊、价值取

向混乱以及没有形成自身的民族认同感。在艺术鉴赏课堂上，许

多艺术专业的教师往往仅介绍某个 / 类艺术作品的历史背景，而

缺乏对艺术作品形成的背景原因、他国对比、现实意义与思考等

方面的涉猎，导致学生只掌握知识而无法感受意义。教师应看到

学生目前的三观困境和身份迷思，在课堂上贯穿以德育人的教育

理念，把思政教育融入到课程内容中。如教学实例中，在介绍到

英国电影史中的布莱顿学派时，就以 20 世纪布莱顿学派的代表作

《中国教会被袭记》为例进行讲解，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义和团袭击了北京教会的神父一家，在

千钧一发之际清军和英军到来，赶跑了义和团，拯救了神父一家。

乍一看这个故事平平无奇，但细究发现，这部影片与我们熟知的

历史是不一样的，它刻意忽略了 20 世纪初英国对我国的殖民侵略

这一真实的历史背景，把中国义和团这种反帝反封性质的运动丑

化成强盗抢劫平民行为。因此，借以此例向学生讲解真实的中国

历史，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是非观、历史观、民族观，并提醒他

们警惕当下西方艺术作品中对历史的曲解、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抨

击、对中国人民或国家形象的丑化。

引导学生建立文化自信是建构阶段。文化自信，意味着要对

所属民族的文化产生认同和自豪。文化自信不是凭空而来，是需

要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知识做打底的。艺术鉴赏课程的优势在于不

仅可以挖掘艺术作品背后的中国视角及中国文化，也能置之于世

界格局进行宏观解读，也就是探讨艺术作品的个体性和世界性。

在鉴赏课的实际教学中，可从横向与纵向文化比较的方向展

开教学。如当代大学生喜爱日本动漫，并认为这种二次元文化形

态是亚洲动画的鼻祖。其实亚洲动画起源于中国，早在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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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代，中国的万氏兄弟制作的《铁扇公主》《大闹天空》启蒙

了众多日本动漫画家，如《铁臂阿童木》的作者手冢治虫创作机

器人阿童木便是以中国的孙悟空为原型。这种中日文化横向比较

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也能激励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反思。

此外，中国古今历史的纵向比较也同样获得不错的教学反馈。在

讲解唐朝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政治画时，会先让学生用自己

的认知猜测画面中可能发生的故事，之后再通过教师的解答，让

学生对绘画的历史背景和内容有大概的了解，即在唐朝鼎盛时期，

外交空前活跃，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吐蕃王子松赞干布派使臣禄

东赞前来拜见唐太宗，商讨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商讨和亲的场景。

最后，再进一步深化学生对艺术作品的认知。这是丝绸之路经济

带上的一场盛大的深度的文化交流。通过对画面构图、人物形态、

比例、色彩等艺术语言的分析，让学生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博

大精深及兼容并包的特性，从而牵引出古代丝绸之路是架构中外

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一历史命题。因此，艺术鉴赏课并非照本宣科，

而是可以在全球共同体的语境下，深度剖析艺术作品中的中西文

化比较以及古今历史文化观照，使学生更为直观感受中国文化的

美，以中华文化为荣为傲。

最后，用精神唤醒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爱国之情是升华阶段。

如果说前两步主要从打破——建构的层面帮助学生强化身份的认

同，那么最后一步则是为学生重塑 / 注入中国精神。而当下的影

视我们可以通过主旋律、新主流影片来向学生讲解中国的崛起、

红色文化精神谱系等相关内容。如《董存瑞》《高山上的花环》

中的主角都不是神一般的英雄形象，而是一个普通人通过在军营

里历练，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慢慢成长起来的平民英雄。让学

生随着剧情的发展、教师的讲解，以及典型人物呈现，逐渐感悟

到红色精神与中华民族的血脉联系，坚守民族底线，强化身份认同，

并感恩革命先辈留下的革命成果，在红色精神的驱动下，激发自

身的爱国情感，构建新时代青年人的理想信念。

四、结合美育的新时代课程开发

审美与道德都有教化人心的育人功能，因此，在艺术鉴赏课

上，课程内容应坚持美育与德育相结合。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

中介绍了西方的智育、德育、美育和体育并列说，并把这四育作

为培养“完全之人物”的途径。同时又说“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

以道德为中心点”。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他指出，西方自

亚里士多德到席勒，“皆以美育为德育之助”，因为“审美之境

界乃物质之境界与道德之境界之津梁也”。培养理想人格，美育

与德育是不可分离的。他正是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阐释了孔子

育人之道“始于美育，终于美育”。然学生的美德形成具有复杂

性和长期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一个人的行为只有长期遵

守道德才能成为有美德的人”。对大多数高校而言，艺术鉴赏课

多是公共课，

相较于专业课，课程周期短，学科门类繁多，缺乏相对应的

实践平台。因此，教师应首先考虑到艺术学科的特性，积极引导

学生运用鉴赏技巧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感受美，并检验学生对

于自身的道德及道德模范的认知。换言之，艺术鉴赏课的教学评

价应坚持德育和美育的结合，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自身的道

德情感。

面对新媒体技术对课程教学的深度赋能，应厘清教师主导性

与学生主体性。艺术鉴赏课程主观性强，难免会出现观点不一的

情况，然许多教师照本宣科，一方面过度依赖多媒体平台教学，

另一方面把书中的观点作为衡量学生学习成果的标准，这将对学

生评价造成主观性偏差。因此，教师在备课阶段应充分意识到，

新媒体平台可以成为传播知识文化的载体，用新媒体的教学手段

授课并不是简单地“换个平台讲课”，而是“换个思路授课”——

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教师可充分借助新媒

体的交互性，收集学生课程学习数据，建立学生信息库，并根据

学生学习情况的反馈不断精进教学设计。同时，可基于数据分析

学生学习行为画像，针对不同学生情况实践“因材施教”“因材

择学”的教学理念。此外，在信息爆炸时代师生关系也发生了嬗

变，一方面信息互联共享同时降低师生获取知识的门槛，教师身

份被“祛魅”，另一方面，AI、虚拟现实、全息影像等新兴技术

不断催生新的业态产生，教师被迫加快与时代共谋的步伐。因此，

教师应明确自身主体性与新媒体技术的工具性之间的关系，在不

断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增强自身信息整合的能力的前提下，秉

承教书育人的初心不改。

五、结语

从 2014 年的“好老师”，到今年的“大先生”，面对新时代

教育变革大潮，艺术鉴赏课的教师应摒弃以往的照本宣科，顺应

时代语境，以立德树人为出发点，以新时代为党育人、为国育人

为锚点，不断提升自身素养，借助文化进行价值观教育，同时结

合美育进行课程内容的开发，做思想上、文化引领上、学生心目

中的“大先生”。“大先生”做“大学问”，怀“大爱心”，最

终成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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