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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人民物质水平、精神水平、文化水平都在稳
步提高，对于美术教育也开始重视起来。因此，中国美术教育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美术教师的综合教学素养和创新教
学理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曾经传统教育模式和整个社
会的原始需求影响，美术教育中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像美术教
育未与国情相融合、美术的文化底蕴较为薄弱、美术教学未实
践等现象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此次研究的内容和提出的
策略对丰富我国高校美术教育的文化底蕴具有理论性意义，对
指导当前高校美术教育教学模式的改革具有现实性意义。

1、新时代高校美术教育的文化底蕴研究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

1.1  高校美术教育未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相融合的问题
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从最早的原始文化算起已经有两百万年

的历史，早在 7000 年前就有人面鱼纹陶盆等艺术文化作品出土，
因此，我国是世界公认的传统文化大国，其内涵着风格独特、
形式通俗、涵盖丰富、参与性强等显著特征，只有对中国传统
艺术文化进行系统的学习，才能创造更高、更好、更强的艺术
作品。根据对当前对于高校美术教育现状的观察发现，其教育
方向和教育目标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严重脱离，导致珍贵的中
国传统文化艺术精髓无法被学生所了解和学习。实际上，中国
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思想和技巧值得借鉴，像花样剪纸、手工刺
绣、立体雕塑、国画泼墨等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对其系
统学习可使学生立体形象思维和手部掌控能力等都得到锻炼。
另外，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与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否有着密
切关系，教育工作者需尽快提起重视，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融
入高校美术教育中去，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贯穿高校学生的
整个教育阶段。

1.2  高校美术教育未与创新美术形式、技巧、创意相融
合的问题

高校美术教育应更新美术教学形式、融入创新理念、发散
学生思维、倡导创意美术，但传统教学模式和老旧美术观念的
影响实在深远，导致如今高校美术教育存在无脑临摹、技巧复
述、教师擅自修改作品、流水线式作品层出不穷等现象出现，
像教师强行要求学生作品与自己高度重合或班级作品的表现形
式一致等教学情况，都是由于高校美术教育禁锢在传统老旧教
育模式之中。甚至部分教师不接受创新美术教育方法、不在意
学生个性化精神发展需求、不了解想象力和创意能力对于未来
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使学生难能可贵的想象力和创造没有安
身之所，最基本的内心世界表达与精神世界的诉求无法被承接，
最终导致高校美术教育教学效果迟迟无法提高。在新时代美术
教育欠缺创新意识的当下，需要教师与学校快速紧密结合起来，
为高校学生的美术教育开辟一条“美”与“术”，“创”与“新”
的广阔大路，使其文化底蕴和教育意义丰富而坚实起来。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明确新时代高校美术教育现状下，其内涵丰富文化底蕴的重要性。通过对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优化方案和解决策略，来提升新时代高校美术教育教学的质量与文化底蕴，进而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此次

研究选用的是文献研究法，通过对相应文献的查找，为文章的分析提供一些理论基础。通过文章的研究分析得知，高校美

术的文化底蕴改革应从美术 + 中国、美术 + 创新、美术 + 实践等几方面入手，探求如何使新时代高校美术教育文化底蕴提

升的奥秘。通过对当前高校美术教育中的文化底蕴开展上述几点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整个美术教育界的整体水平，

最终实现 " 以美育人 " 的殷切教育期盼。

新时代教育；高校美术；文化底蕴；问题与对策

1.3  高校美术教育未与生活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通常，美术教师认为艺术作品的呈现就是高校美术教育的

终极目的，不仅仅是学生阶段学习成果的展示，也是校方和教
育部门的硬性要求。更有甚者，美术作品流于形式、内容空洞、
缺乏意义、过于重视概念，这些现象都是由于高校美术教育与
生活实践脱节造成的。俗话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
这表明美术与生活实践紧密联系着，因此高校美术教育的范围
不能只在课堂中、画室里、素描纸上，需与现实生活相辅相成。
由此可见，美术教师应首当其冲将美术教育回归生活，将物质
世界反映到精神世界，再将精神世界的与社会生活完美融合，
使高校学生在创作过程中抒发内心情感、符合社会现状、陶冶
自身灵魂、创造美好未来 [1]。

2、新时代高校美术教育的文化底蕴研究问题的相应
对策

2.1  美术 + 中国 彰显民族特色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与智慧承载起整个高校美术教育

范畴，其原因有二：一是新时代高校美术教育需继承和发展中
华传统艺术文化的精髓，例如：扇画、皮影、漆器、刺绣蜡染、
紫砂壶等很多种类，这些艺术形态历史悠久，蕴含着中华人民
的勤劳与智慧的民族精神。因此，新时代高校美术教育与中国
传统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优化策略，必将有效提升其内涵的文化
底蕴；二是新时代高校美术教育建立其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
新时代要求的、创意性美术教育格局，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
神层面都发挥着巨大影响力，旨在培养学生发现美、感受美、
思考美、创作美、发展美、传扬美的能力，这充分体现了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深厚底蕴带来的教育意义。综上所述，美术 + 中
国的改革方式对高校美术教育具有推动作用，并为其注入新的
时代精神，更彰显了新时代高校美术教育中国特色、文化特色、
美育特色、民族特色的内在需要 [2]。

2.2  美术 + 创新 紧跟时代潮流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创新，以往的高校美术教学模式

早已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诉求，对于社会所需要的全面创新型
人才的培养也变得吃力，因此，美术 + 创新的教学模式应运而
生。首先，新时代是一个信息技术与美术教育互动的科技化时
代，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和信息科技飞速进步彻底改变和更新
了当代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念和上课方式。学生热衷于使用电
子设备在网络上进行精神补给，喜欢博人眼球的视觉文化和风
趣幽默的表现形式，高校美术教师可利用此特征开展多媒体线
上教学，例如：在学习《书为心两——中国书法》这节课时，
教师可提前在端视频平台找到关于自称“书法大师”的搞笑博
主的创作过程视频，在课堂上进行播放，作为课程开端进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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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使学生在快乐的氛围中开展书法学习。但是要注意在此过
程中需矫正其不良习惯、规范学生的艺术情操、规范其网络行
为，需要以文化自信塑造学生的心灵品格。另外，还需重点把
握三个关键环节：一是发挥网络教学优秀的教育功能，营造风
趣、轻松的美育环境。二是借助多媒体设备和网络技术产品，
使高校美术教育的课程内容与方法变得多样化和趣味化，利用
先进的技术手段改善老旧的教学方法，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对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发散思维能力都有所锻炼。三是
鼓励学生使用先进技术，改良创作手段、优化创作过程、提升
创作质量，从“现实创作”向“精神与现实相辅相成的创作”
方向转变，从“单一的艺术表现形式”向“多元的丰富创作方
式”的目标靠拢。其次，教师还可使用实物教学方式开展美术
课堂，在允许范围内尽可能多的给学生提供实物、实景、实操
机会，例如：在学习《华夏意匠 --- 中国传统建筑与园林艺术》
这一单元时，教师可在得到校方允许后将学生带领到中国艺术
园林主题公园等地，实地观察园林工匠的创作理念与技巧手法。
通过助教老师的帮助将课堂开展在户外，对于高校学生也是一
种全新的体验，对于提高其学习兴趣和专注能力都发挥积极作
用。此外，在进行生活实践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不可预料的
小麻烦，教师需给学生足够的独自解决问题的时间与空间，在
保证学生生命安全的前提下，放开双手让其自由表达与撑场，
这对于提升学生创作过程中的情感表达与创新体验有正向引导
意义，最终使高校美术教育的文化底蕴丰厚起来 [3]。

2.3  美术 + 实践 美育落地生根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和王殿军在接受采访中指出：“中

国国际教育最不缺的是理念，最缺乏的是实践。”这表明美术
教育的本质在于人才实践性、生活化的培养，教育者应当赋予

学生海纳百川的实践场所、实践机会、实践格局，使学生兼具
美术素养和动手能力，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
的关系。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一些教师会疑惑，物理学科的学
生可以做实验、音乐学科的学生可以参加文艺汇演、思想与道
德的学生可以参加公益活动，美术怎么实践呢？实际上，与日
常生活最为紧密相关的学科就是美术，无论是校园文化角的院
墙，还是教室后面的彩色黑板报；无论是公交站点的广告牌，
还是手中零食的包装袋，都充斥着美术的气息。因此，高校美
术教育课堂无须局限于教室内，学生的创作也不一定非要在纸
上，运用的创作工具也不一定是笔和刮刀，例如：在学习《天
上人间——宗教壁画》这一单元时，在学习基本美术技巧与知
识以后，教师可与校方共同与当地文化部门沟通，将一些能够
进行创作的白墙或者公交站牌空白广告位提供给学生，在能够
保证学生安全和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让其进行真实创作。这种教
学方式不仅使学生的美术学习成果得以展现，当地文化建设也
更为丰富起来，另外有很多过路人可对学生的壁画作品进行欣
赏与评价，对于学生的美术自信心和学习自豪感都有正向影响。
总而言之，创新发展是美术教育亘古不变的方向与追求，而教
育实践拓展、文化底蕴的深化、文化创新的探索是新时代高校
美术教育摆脱“固”、“板”、“老”、“旧”的唯一解决办法。

2.4  结论
通过文章的分析和研究得知，新时代下高校美术教育教学

改革是提升文化底蕴的需要，同时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需
要。基于此，本文研究中提出的几点建议，主要围绕高校美术
教育，注重对高校学生美术教育才能更好的提升其内涵的文化
底蕴，这对新时代下高校美术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创新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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