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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代下我国高等教育美育的现状

1.1 开展艺术教育

对于美育来说，其自身主要来源于对艺术的审美教育，并

且对艺术的直接接触与体验就是美育教育的基础方式。当前，

多数高校都设有美术、艺术类等专业课程，甚至是将其纳入到

了通识选修课程体系之中，以此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在众多

高校中，通常都是开展艺术类的课程、艺术社团、文艺活动等

多种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美育教育，这些课程及相关活

动也是构成高校美育的基础力量支撑，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美育的

发展成果，这样也能够为高等教育美育的改革发展奠定良好的基

础 。

1.2 培养美育思维

在开展美育教育的过程中，单纯的艺术感性认知并不自动转

化成为理性认识，也不会使学生凭空产生创造美的能力，需要

在让学生在体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知识的学习，并进行思维

的锻炼，才能够逐渐形成良好的人文素养品质，并具备创造美

的能力。众多高校通常都是借助通识课程体系，对学生进行美育

思维的培养，在这一体系中，通过开展网络课程、专家讲座等教

育形式，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美育知识获取途径。不过，这些美育

形式都归属于选修课程范围，缺乏系统性，这将难以获得理想的

美育效果。

1.3 中国化美育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建设发展，及教育思想的不断更新，高

校也开始对中国化的美育加以重视，并积极借助民族文化等，进

行中华美育精神的有效弘扬，这样也有利于培养学生中国传统的

优良品质。在高校中，通常都是借助课程、活动以及环境这三个

方面进行中国化的美育建设。

2  新时代下我国高等教育美育的困境

2.1 美育概念存在偏差

受历史原因的影响，我国的美育是从艺术教育建设开始的，

而随着社会时代的不断发展，美育的内涵也变得比以往更加丰富，

但是还有部分高校在开展美育教育工作时，还在墨守成规，并且

一直用狭隘的眼光去看待美育，以至于在这些高校之中，只见“小

美育”，却不见“大美育”，始终被束缚在艺术教育的范围之中，大

大忽视了新时代美育的广泛性与普遍性。可以说，这些对于美育

概念的认知存在偏差的高校，在开展美育教育工作时，很难获得

预期的教育效果。

2.2 美育定位具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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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以往对美育的认识就是处在艺术审美教育这一方面，而在当前的新时代下，对于美育的解释逐渐从以往的“小美
育”升级成了“大美育”，也就是说，美育不仅包括艺术审美教育，还包括文化美、品性美等多种方面的教育，这一美育教育的有效
开展，能够满足我国社会的发展需求。不过，就我国高等教育美育的建设发展情况来看，其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影响到高等教育
美育实际效用的发挥。面对这种情况，相关高校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并针对具体情况，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解决我国高等教育美育
在当下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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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部分高校对美育概念认知存在偏差，因此这些高校在进

行美育定位时，也会产生较大的偏差性，其具体表现则是将美育

看作一种体验教育，而不是将美育作为最终促进学生不断成长、

完善的一种教育方式。对于美育而言，其就是让学生在教育过程

中，通过对美的感受、鉴赏以及创造，逐渐提升其自身的思想品

质，使其形成良好的道德素养，这才是美育所要达到的目的。而

将体验教育中将美的感性认识内化为具体的行为，才能够证明美

育的成功，这种定位会对美育效果造成较大的影响。

2.3 美育文化存在偏差

从我国一些高校的课程设置内容来看，缺少中国特色，在不

少高校美育课程体系中，艺术鉴赏课程的内容大都涉及到西方美

学的发展，对于中国美学文化及美育特点等相关内容涉及较少，

或者是缺乏合理的创新，导致我国美育文化难以体现出自身的文

化特色。另外，部分高校在开展美育活动时，在弘扬中国文化的

过程中也缺少美育理论知识的支撑，致使美育教学与相关活动相

脱离，在美育课堂教学中，学生学的是西方审美哲学，而在美育

的实施中，则是开展的中式文化活动，这种美育模式会对美育自

身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3  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新时代的美育概念得以升级，相关高等院

校在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时，不应该将目光局限于“小美育”的

概念范畴之中，应该加强对新时期美育教育的全面了解与正确认

识，从不同方面对以往的美育教育进行合理改进，促使美育教育

能发挥出重要作用，为社会发展培养所需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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