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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教育的转型与转向问题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
中国艺术教育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与进步的背景下提出的，除
了各艺术学科门类的发展与进步外，中国艺术市场和艺术产业的
迅速崛起是中国艺术教育发展中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或者说是正
在形成的亮点。新时代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探索至少应该关注两
个维度：一个是纵向的垂直维度，即不同艺术类别的教育，无论
是整体态势还是发展的规模，无论是结构进化的丰富程度还是学
科生态的融合发展，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也进行了非常
多的探索与创建。

1　艺术的产生
19 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哲学家列

夫·托尔斯泰认为艺术起源于传达情感的需要。在原始社会,语
言和文字还未形成,人们日常的交流只能依靠简单的手部比划和涂
鸦。这就是最早“图形”的雏形。随后的每个社会发展时期,
不同的艺术形态应运而生。每个时代的艺术文化都具有本时代显
著的特点,如新石器时代,人们利用石头在墙体上进行简单的刻画,
用来标注简单的劳动过程或者记录劳动收获。但这种状态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传统的记录
方式逐渐被笔和纸张的记录所取代。如今的文化传播更多是依靠
图形文字( 如书籍、报纸等) 、视觉符号、( 广告牌、指示牌、
引导牌等)视频(视频广告、视频信息等)等进行。

根据我国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直到1992 年,“文化产业”
才正式进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方针之中,我国的艺术产业较
西方国家及日本来说起步较晚。虽然我国的艺术文化产业发展期
间较短,但发展速度却很快。我国有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是华
夏文明的基础,在漫漫长河中,孕育出了最原始的人类文明。中国
五千年博大精深的艺术文化为新时代的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理论和实物支撑。

2　新时代艺术教育的发展机遇
在新时代文艺思想的指导下，艺术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

中的比重不断提升。有了国家艺术教育政策的引导和保障，高校
普遍加大了对艺术教育硬件和软件的投入，大量校内剧院、音乐
厅、美术馆、博物馆等得以建设，艺术教育器材获得了有效补充，
课堂教学、课外活动、校园文化也实现了有机融合。

新时代文艺思想的提出为艺术教育师资的培养带来了机遇。
当下，我国艺术教育的师资差距仍然较大，特别是在偏远农村、民
族地区等，艺术教师的缺口非常大。因此，加强艺术教育师资队
伍建设，有计划、分步骤地为各学校配齐专职艺术教师就成为了
一项迫切任务。目前，许多高校都开设了音乐教育、美术教育、舞
蹈教育、戏剧教育、影视教育等专业，培养了大量的艺术教师，可
以说，我国艺术教育师资的储备正越来越充足。

3　新时代艺术的新使命新境界分析
艺术可以是宏观概念也可以是个体现象,即通过捕捉与挖掘、

感受与分析、整合与运用(形体的组合过程、生物的生命过程、故
事的发展过程)以及通过感受(看、听、嗅、触碰)等形式展示出来
的阶段性结果。

3.1新时代艺术的新使命

从艺术教育的视角浅谈新时代艺术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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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时期发展的背景下，当代艺术教育理论和实践也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彰显出了文化自信，在实际中应该注重培养
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观，引领艺术的创新发展方向。基于此，本文从艺术教育的视角探讨了如何做好新时代的艺术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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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艺术作品,不仅仅是产品宣传,更是现代社
会文化和设计水平的体现。艺术作品具有情感寄托、文化传播、思
想升华等作用。

我国建国之后,公益广告日益增多,我们经常可以在电视上或
者是交通广告牌上看到一些公益广告,它们不以盈利为目的,例如
消防广告、保护环境广告、爱国主义广告等。广告的种类和类型
也根据社会的发展进行着更迭,我们现在看到更多的是宣传社会主
义价值观、生态平衡、亲情和家庭等相关的广告类型,而且进行了
艺术加工,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作品所表达的情感。

艺术作品的产生和发展同人类的文明和思想息息相关,通过艺
术可以传递、积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经验,正确理解和处理人与世
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使人们的情感、素质、人格都得以全面
发展与提高。

3.2新时代艺术的新境界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对艺术作品的要求更加严格,期待值也更

高。艺术作品除了其本身的经济、艺术宣传作用之外,也承载了
更多的情感,同时还承担着传播社会观念、人类文明、能量输出
等责任。

艺术作品涵盖范围较广,包括平面广告作品、影视作品、文化
宣传产品等。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国制作了
大量的爱国主义主题宣传的电影、电视剧、爱国歌曲,如《我和我
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等。这些优秀的作品大多是真实
案例改编,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间普通百姓与共和国
息息相关的故事,一方面让人们“往后看不忘历史”;另一方面也提
醒人们要“珍惜当下生活”。

4　结语
时代是文化产生的沃土,文化也促使着社会的进步。我们需

要认识到,今天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者,他们的眼界、阅历、审美
能力,甚至内容创造能力,已经远远超越了之前的文化消费者,对文
化的接受和理解,他们有着独特的见解。因此,更应该把握艺术文
化的尺度,宣传正确的价值观、正能量,让我们国家的文化氛围更
加浓厚。在不断崛起的文化产业中,我们应该不断创造新的消费和
文化需求,准确定位严格执行,让蓬勃发展的艺术文化产业成为历
史的载体,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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