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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艺术教育中，利用大数据的优势所在

1.1 丰富文化艺术教育资源储备

面对当前的信息发展趋势，传统的单一课本教学显然已经无

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要。为此，如今的文化艺术类院校需要

利用线上资源，将其同教师资源完美融合起来，形成强大的教

育资源库，供学生提取文化艺术类信息，满足自身发展需要。

且利用大数据技术，还可实现资源的分享，师生可以将教学资

源进行大范围分享传播，发挥出资源信息的最大利用价值，从

而丰富文化艺术教育的资源储备。

1.2 全面掌握学生的兴趣领域

基于大数据基础上的文化艺术教育资源平台具有强大的资源

追溯功能，能够将用户上传、下载的次数等信息以量化数据的

方式展现出来，根据反馈信息，文化艺术类院校能够精准的掌

握时下学生感兴趣的文化艺术范围，进而对文化资源进行扩充创

新，为学生提供更加明确的指导。不仅如此，大数据还可监控

学生在文化艺术类平台的阅览时间，这样方便专业教师了解学生

的学习情况，从而有针对性的提供教学指导。

2  文化艺术教育融入大数据技术后，需要革新的方向

2.1 将文化内涵渗透课程之中

在高校的文化艺术教育课堂上，教师需要将大数据背景融入

其中，即在日常教学中引入先进的文化艺术教育理论和现代教育

理论的新发展观。教学中需以模块课程为核心内容，将当前社会

化课题和文化艺术类项目进行融入，注重课程的讲解、点评与再

分析，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既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具有

敏锐独到的创新意识。下面就将具体论述大数据背景下，文化艺

术课程模块的分类：

第一，人文知识与技能(综合人文知识模块)，该类模块包括

外语、文学、史学、国学、哲学等人文素养类课程。

第二，人文能力与方法(专业基础知识和能力模块)，这类模

块包括专业技法基础与创作表现研究、在线课程学习技巧与能力、

美术教育史、美术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数据可视化工具使用等。

第三，人文精神与品质(专业研究和拓展模块)，这类模块涵

盖的具体内容有社区和博物馆美育教育、文化艺术治疗与特殊人

群文化艺术教育、现当代教育方法论概述、教育科学发展现状和

思潮、国内外美术教育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乡村美术教材编写

与训练等。

2.2 文化艺术类教学方法的革新优化

大数据背景下的文化艺术类教学，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自主

学习能力，即学生独自了解分析的时间大大增加，学生需要转变

从前教师传授，课后复习的学习方法。而教师也要转变传统的教

学模式，将课堂主导权还给学生，教师只扮演引导的角色。

另外，融入大数据技术后的文化艺术类教育，应将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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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作为教育核心内容，信息技术作为专业知识得以渗透的推动

力，不断革新教学模式，注重线上资源与线下资源的整合汇总，促

进信息的分享传播，以此打破院校间的壁垒，拓宽资源信息的流

通范围。

大数据技术背景下，促进了各院校线上教育模式的扩充，该

类型教育方式丰富了学生的知识面，拓宽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

方便其学习，同时开放化的线上教学也对院校教育带来了较大的

挑战。目前，各类在线教育平台数量众多，而高校不可只注重线

上平台的建设开发，而忽视后期教学内容的革新优化，相应的教

学方法需要跟随时下背景做出具体的改变，扩充信息传播途径。

例如，为让线上教学平台更具规模层次感，更加方便学生的

学习选择，高校可以根据文化艺术类知识的难以程度，设置多级

别的学习选择，供能力程度不同的学生学习。线上教学模式的推

出，也对专业教师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文化艺术类教师需要

转变从前的教学模式，更加注重师生间的互动，通过交流沟通，拉

近师生距离，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适当转变教学方法，提

高教学效率。教师也需不断拓宽自身的文化知识面，学会应用各

种网络交流工具，使线上课程更加顺畅，教学更具深度。

3  结束语

大数据时代的文化艺术教育，需要顺应信息技术发展趋势，

转变传统教学模式，注重模块式教学的普及，通过线上教育，加

快资源信息的共享流通，从而扩充学生的知识接收面，提高其专

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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