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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短视频的美育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张书铭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2）

摘要：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我们经过了文字主导、图片主导的时代，迎来了视频主导的新时代，至此“互联网 +”应运而生，

由其衍生出的“互联网 + 教育”更是在过去的阶段内取得了诸多成果，使得高等教育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借助音乐、舞蹈、特效等艺

术手段，短视频一跃成为全民爆款，获得了众多青少年的青睐和支持，那么高校何不利用短视频宣扬美育呢？本文阐述了新时代高校短

视频的美育功能与实现路径，希望能够为一线教育者提供更多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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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与短视频的结合能够更广泛、快速传播，而打造贴近时

代内涵的美育平台，更是能够引起大学生共鸣而达到美育效果。

当前，短视频有效破解了审美直观性的难题，使得人人都可以参

与艺术创作、视频制作，也使得艺术家与大众的距离更加贴近了。

与此同时，短视频有着极强的互动性，其采用了更加青春化的方

式引导大众，更贴合当下的潮流趋势，也更能够激起青年大学生

的参与积极性。因此，利用短视频培养青年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势

在必行，相关教育者应当充分挖掘短视频的美育功能，以其教育

价值发挥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一、短视频的审美意义与美育功能

（一）审美意义

1. 有助于拓展大众视野

不论是如何制作、如何传播的短视频，其内容都是人类创造、

人类劳动的表现，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能够引起广泛的

共鸣和认同。目前，观看短视频是学习知识、认识社会、探索自

我等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因此短视频成为新的流行

趋势，被各行各业的不同人群广泛使用。在互联网上爆红的网络

主播李子柒就是最形象的例子，她的视频内容大多是传统美食的

介绍和制作，不仅以精良的画面博得了观众眼球，也以“美”引

领了大众的价值取向，以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表达着相应的生

活态度与人生态度。诸如此类的短视频制作团队还有很多，他们

以践行美、传播美获得了“巨额”流量，也使得大众接收到了各

式各样的讯息，而变得更加广泛和包容了。

2. 有助于以美教育大众

关于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能够“以情感人”“潜移默化”，

也就是我们常提到的艺术修养培育。短视频是一种新媒体背景下

的艺术大众化形式，其既具有审美基础，也包含了教育作用，能

够以美教育大众，并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公众的审美意识、审美能

力等。例如，对于“学习强国”的宣讲就利用了艺术的教育作用，

使得国家领导人思想、政策或文件精神遍地开花，对青年大学生

起到了价值导向作用。“学习强国”的宣讲主要通过学习平台展开，

而我们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够完整学习相关内容，受到其中

生动影像、优美旋律的影响，进而自觉、自愿完成学习任务。通

过短视频教育价值的发挥，能够有效增强教育的生动性与灵活性，

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树立学习者深沉的家国情怀。

（二）美育功能

1. 艺术走向大众化的通路

艺术教育是美育得以开展和落实的核心，其既有专业性，又

包含了大众性，能够增长学习者的艺术技能，同时有益于其艺术

修养的生成。新媒体时代，短视频发挥艺术教育功能，能够有效

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如线上教学、网课教学都是典型的例子，通

过短视频下教师对各类知识内容的讲解，能够达到与传统课堂相

近的教学效果，但同时有短视频形式的加持，能够有效增强学生

参与积极性。总之，短视频在艺术各领域的“教”与“学”中体

现出了极强的有效性，其短小精悍、及时迅速的特点几乎不可比拟，

而在高等教育中的运用更是有实例支撑，因此其也是艺术走向大

众化的重要通路。

2. 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胜地

众所周知，短视频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的特点，但

它的交互性也不容小觑，其也是网民有效表达自我的工具之一。

因此，短视频日渐成为传递社会正能量、增强社会责任感的重要

传播媒介之一。每当有社会性事件发生时，网民能够聚集短视频

传播内容、传递情绪，同时能够吸引无数围观者观点表达、舆论

引导，大力推动了社会参与机制，使得大众也可以参与社会建设、

社会发展，迅捷而有力的传递正能量、新思想。总之，短视频是

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胜地，它能够有效树立大众的审美价值观，并

起到加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重要作用。

二、高校短视频的美育功能实现路径

（一）短视频走进课堂

网络化时代，线上教学、网课教学似乎成为新兴的教育形式，

其与各类艺术课程的联动更是能够增强艺术表达的开放性、实践

性、灵活性。一直以来，除专业艺术院校外的高校也大多开设艺

术专业、艺术课程，但是大多还是理论授课，缺乏对学生个人特长、

个人特色的培养，加之美育目标不明确、艺术课程课时少，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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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达不到理想中的教育效果。就现实规律而言，美育并不是系统

授课能够“变现”的，其更需要动脑思考、动手实践，才能够发

挥出实际效力增强学生综合素质。而这一点，恰好在短视频上汇

集到一起，短视频走进课堂也具有一定先进性。一方面，短视频

平台中汇集了大量艺术类视频，能够作为线下授课的补充发挥作

用。同时，其还可以作为维系师生关系的渠道，方便师生互动、

教学相长。如高校教师可以结合自己的专业录制视频，既可以讲

解专业知识或技巧，通过视频系统解析动作、动作示范，也可以

站在日常的角度分享经验，督促学生利用课外时间陶冶情操。另外，

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转发、分享、点赞视频，让学生热烈讨论和

学习，以增强学生学习艺术的主动性。另一方面，短视频平台上

汇集了各专业领域的视频，能够补足高校常见的美育课程，如诗歌、

散文、小说等语言艺术类课程，同时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艺术修

养，进而提升美育效果。如果能够将短视频与各种类型的专业课

程有机结合到一起，将能够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能够通过美育切

实提升高等教育水平。总之，短视频走进课堂具有积极教育意义，

其是美育落实的重要环节，值得一线教育者继续尝试和探索。

（二）短视频价值导向

内容是支撑短视频成为流行趋势的重要因素，而融合发展也

必须以内容为王才有意义，才能够真正实现以优势促优势。优秀

的短视频能够引领社会主流意识，能够形成价值导向引领青少年

思想发展，因此高校应当利用其价值导向作用，用丰富多彩、诙

谐幽默的方式培养青年大学生积极、乐观的心态，促进其健康成长、

全面发展。2021 年，由教育部门牵头举办了“红色文物青年说”，

由百所高校的百名青年学子合力，讲述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红色

文物。这一课从青年视角出发，以短视频为实施手段，讲述了党

的百年历史、百年征程，使得由教师主讲的课程转化为青年说、

青年论，充分发挥出了学生群体的自主性，也使其综合素质、道

德修养得到了更多锻炼。这样的教育形式也正是现代化教育所倡

导的，尤其是美育、美育课程更应当彰显主动性，围绕学生主体

的表达进行隐性教育。与此同时，录制视频也是一个美育的过程，

其强调的是学生动手实践、学生修养的积累，更能够在无形中有

效提高大学生的审美意识、审美能力。笔者认为，平凡的生活中

也有大智慧、也有奇迹，其对于青年大学生的启发同样重要，短

视频走进学生生活、走进学生内心，能够导向其价值观、人生观，

进而能够实现美育作用。总之，有情感、有温度的短视频同样能

够教育人、培养人，短视频的美育功能发挥还需要一线教育者深

层次探索和实践，才能够展现社会良好风尚、才能够弘扬时代主

旋律。

（三）短视频模范作用

笔者认为，短视频并不是娱乐化、非主流的代名词，其在高

等教育中的美育功能发挥同样能够引人深思。高校方面可以借助

短视频流量“造星”，以其模范作用引领高校大学生，以其对正

确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在青少年群体中掀起浪潮。

市场上有很多主流短视频平台，其中也包含着对校园生活、师生

关系的描述，在提升学校知名度、传播校园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那么，高校也可以在此类短视频平台注册账号、发表视频，

其内容可以是校园生活，也可以是校园大事件等。在此基础上，

高校短视频还可以由公众号、官博辅助引导，或发布票选优秀作品、

或发布票选校园明星等，都能够起到良好的校园文化与正确价值

观传播作用。当然，此类视频的创作目的是为了以校园模范引领

青年大学生群体价值观，学校宣传部门、文娱部门、艺术团等工

作部门必须积极参与并监督，同时还可以将视频制作、视频拍摄

任务分散到各年级学生身上，以其青春活力为视频注入新鲜血液，

以此来提升高校短视频的宣传力度、传播广度，以宣传更大的影

响范围落实美育。总之，短视频的模范作用发挥必不可少，高校

方面应当积极指导相关工作顺利开展，以校园模范发挥作用在青

年大学生群体中掀起热潮，以正确的价值观引领青年大学生积极、

向上，以美育功能的发挥有效提升青年大学生的专业素质与综合

素养。

三、结语

总之，高校短视频具有一定审美作用和美育功能，通过对其

美育功能的发挥能够建构出全新的美育体系、美育模式，进而能

够引导青年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但目前，高

校短视频的创造仍然处于探索阶段，还需要一线教育者、全体学

生共同尝试和实践，从短视频走进艺术课堂、专业课堂出发，以

短视频传播正能量、正确价值观，导向青年大学生的思想观念、

行动指南。有条件的情况下，高校还可以通过“造星”模式打造

校园模范，在青年大学生群体中树立鲜明旗帜，融合短视频优化

美育过程、革新美育机制，以促进高等教育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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