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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教育与美学思维
——论艺术设计职业教育中的美学教育实践

过佳雁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 无锡工业高级技工学校，江苏 无锡 214000）

摘要：美学教育的缺失，使得现代学生的审美力大大下降，无法识别美，无法感知美，甚至有的时候会走入误区。通过美学教育，

促进美学思维，帮助学生寻找美，发现美，创造美。并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体现个人美好的品格与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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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社会人工智能迅速发展，未来将逐步取代人们的很多工

作，人的理性思维将很难与人工智能相抗衡，而感知思维是人类

所独有的，我们可以通过感知美，而进一步创造美。

然而正如画家吴冠中先生所说：“今天中国的文盲已经不多

了，但是美盲很多。”美学教育的缺失，使得现代学生的审美力

大大下降，无法识别美，无法感知美，甚至有的时候会走入误区。

在开学初的校园中，常常会见到一些学生烫发染发，顶着怪异的

发型来校。有些女生会涂浓重的眼线、厚厚的粉底、姨妈色或烂

番茄色艳丽的口红，超短的裤装或者裙装。自恃漂亮，还经不得

驳了她们品位。碍于校级校规不得不整改，又实在觉得素面朝天

的日子毫无趣味，我怎么就不能化妆的好看点呢？也许这就是职

业学校 00 后的青春。

一、改变学生的穿扮，提高学生审美

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和学生开玩笑地说：“5060 后大妈的

标配是颜色艳丽，带花哨的衣服，墨镜加数条丝巾不停轮换，而

你们 00 后女生的标配的烈焰红唇。”每每说到这时学生们总是互

相看看，相视而笑。

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气质型的，先要了解自己才能找到合适

自己的。中职学校的学生，正处在 15-18岁的青春期，青春大好，

实在没必要浓妆相对，搞差了自己的皮肤。也没有必要攀比名牌，

奢侈度日。很多学生信奉“这是个看脸的时代”，颜值高确实在

很多方面会有很多的优势，但是不能弄错了真谛，不同颜值有着

不同的人际关系的化学效应，而个人的魅力更为关键。

我所教授的科目，属于艺术设计的基础科目，也可以视为是美

学基础教育。每个学生由于个人家庭、地域文化教育的不同，个人

与个人之间会因为文化修养、个性特征等的不同，而形成美感的差

异性。通过学习素描、了解物象的形体结构、调子关系、空间关系等；

通过学习色彩，学会色彩组合关系，调色配色等。绘画本身就是一

种审美体现，通过反复的递接式训练，可以提升自身美感。

审美的需求是人类内在的一种高级的精神需求。当人们解决

了基本的衣食住行之后，美就成了一项重要的需求。从外在之美，

比如环境、服饰、居所、用品，到我们的内在之美，比如说话的声音、

内在的安宁、情绪、爱的表达，这一切都代表着人类作为高级动

物的精神的需求。通过学习，可以带给学生正向的引导，帮助学

生寻找到更适合自己个性需求的穿扮，在生活中与人交往最合适

的表达方式。

二、学会仔细观察，乐于搜集素材

美感是对于美的感受或者体会，我们对于生活中美好的东西

是会去做一些记录，那这样的记录会成为一种素材，它给我们带

来了很多的快乐。通过观察，我发现学生记录的方式一般存在以

下几种：

（一）照片

照片是学生们使用的最多的记录方式，例如很多学生很喜欢

各种自拍，美的、耍帅的、搞怪的等等，看似自恋，这反映的是

一种对自身审美的需求，满足内心的需要。又譬如日常作业自我

感觉做的比较好，拍个照片记录一下。也有反应心情的，感受周

围的有趣的一切，可能是一些野花，可能是难得的好天气，人们

总是会把自己喜欢的记录下来。

（二）短视频

短视频的记录方式很多，抖音、快手都是时下最流行的。上

学期，有个学生制作了一个老师运动时候的快手视频发给我们看，

从来没发现的另一面一下子就被这个学生给观察到了，并且记录

了下来。很有趣，我们表扬了他，学生自己也很开心。现在明星

效应对学生的影响也很大，有些学生通过自我表演，来抒发自我，

拍一些短视频，这个也是自我探索的一种方式。

学生通过对自身的肯定，也能得到一定的内心满足，以多种

方式体现的生活理念，更好的表达了学生们对于自我青春的解读。

可能一开始做的并不出色，通过对美学的学习，将会不断的进步

和提高。

（三）微信朋友圈

发圈，是时下学生们最爱的，有的学生甚至要一天几条朋友圈。

有些是记录美好，发个朋友圈，让大家点个赞，满足一下自身小

小的虚荣。有的是在朋友圈中，听听大家的调侃与评论，在促进

彼此关系的同时也让自己的造诣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四）手账

手账是现代很高端的一种记录方式，它的内容可以是生活日

记，旅游心得，兴趣爱好等等。买一个漂亮的本本，图文并茂的

记录自己喜欢的东西。例如给暑期热门档的电影《哪吒》来篇特

写，留个电影票的存根，梳个哪吒的造型拍照存档，写下时下的

心怀感悟，一切都留个未来的自己慢慢欣赏。又譬如一个造型奇

特的树叶，贴在册子上，用彩笔“添砖加瓦”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哪天自己烹制了一份美食，来个线描加点颜色，写写烹制方法，

传授给朋友们也是一件美事。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记录方式，慢慢把点滴的记录

变成一种习惯，久而久之也是不错的一种资源累积。当接触到自

身觉得美的事物，引发内心的触动，达到一种赏心悦目或者愉悦

身心的一种心理状态的时候，是自身对美的认识、评价及欣赏。

美感是通过人通过不停实践感知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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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重美学思维，提升创造能力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可以感知到，美感可以通过日常记录不

断提升。然而审美意识的观念化，也就是美学思维，需要美学知

识的引导，通过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添加，使得学生在艺术审

美上得到提高。艺术设计基础课程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掌握绘

画基本型的方法，对图形结构的前后关系、近远关系、明暗关系

等会进一步刻画，可以用彩笔很好的表现出物象的色彩关系，掌

握整体配色。

很多学生在上设计课的时候，总是苦于不会画与不敢画，我

认为一方面是基础技能的薄弱，另一方面是资源积累的匮乏，还

有就是懒得动脑子，网上找到差不多的图拼拼抄抄，完成了事。

只有当绘画基础技能和资源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学生勇于思考，

乐于探索，创造能力就能够不断的被激发。

我们课程组的几个老师在上构成基础课程教学时，对于设计

思维的拓展方式，有时候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例如把传统的画纸，

改为在手掌大小的石头上或者圆形木片进行创作。主题内容的选

择，可以是卡通场景，自然风光等。对于卡通场景，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喜欢的卡通图案做主题创作，再选择对比度相对大或者颜

色一致明度纯度差异略大的方式，来选择合适主题的背景，再添

加少许装饰，达到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学生乐于接受，也比较容

易把控画面和画出质量。对于自然风光，学生可以参考一些自己

喜欢的图片，参考一些名家的绘画风格，例如中国式水墨画法，

修拉的点彩画法，毕加索立体主义抽象风格等来进行创作表现。

有些学生初步完成后，觉得不满意，还进行了多次反复的练习与

尝试，这就是学习上的一种突破。

四、与其他课程结合，发展由外到内的美

美育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艺术设计课程中的美学教育，帮

助学生发展外在美，更应该与职业学校中的其他课程结合，发展

直击心灵深处的美。我们的学生基本是 00 后，其中大部分学生是

独生子女，有些二胎家庭，两个孩子之间的年龄差也很大。很多

孩子活得比较自我，不太会考虑他人的感受。把自己打扮得光鲜

亮丽，走进宿舍一看一塌糊涂，讲话粗俗，举止不文明，这实在

很难和美搭上关系。

我做班主任期间，常常和学生说：“体胖勤锻炼，人丑多读书。”

鼓励学生认真学习各科知识，努力提升自身素养，懂得善恶美丑，

明辨是非。通过美育教育，提高学生思想，发展学生的道德情操，

促进身心健康。

美学教育与美学思维的开展，并不是短期才会有效果的，要

通过长期不断的促进，指导与帮助，逐步促使我们的学生理解，

接收，从而发生转变，建立良好的道德品格，使个人的形象真正

的美起来。热爱国家，热爱生命，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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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中职德育课堂教学深度融合的探究
——以“知行统一与体验成功”为例

朱　慧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四川 成都 611730）

摘要：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与课堂的深度融合是教育发展的趋势，以“知行统一与体验成功”为例，探究信息技术与中职德育课堂教学

的深度融合方式。利用手机软件，分课前、课中、课后进行教学任务发布和教学反馈，兼顾学生差异，实现个性化教学。信息技术可以解

决传统课堂不能解决的问题，更有效地突破重点难点，但对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主动性要求较高，否则会影响教学目标和教学效果的达成。

关键词：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中职德育；知行统一

2018 年 4月，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是教

育信息化的升级标志着教育要实现从专用资源向大资源转变；从提

升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提升信息技术素养转变；从应用融合

发展，向创新融合发展转变。在这种大的环境背景下，教育应该走

向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道路。本课教学旨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使学生了解实践与认识相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理解实践出真知，指导学生勇于实践、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在实践

与认识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总结失败经验，体验成功快乐。

一、教学分析

（一）内容分析

“知行统一与体验成功”选自中职德育课程《哲学与人生》，

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哲学观点与人生问题的

有机结合。本课为第三单元第 1课，主要解决人生实践的问题，具

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知行统一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要求学生能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体验成功，享受快乐人生。

（二）学情分析

本课的授课对象为中职二年级护理专业学生，他们喜欢自己

的专业，渴望成功、渴望被认可，需要树立积极的榜样激励其前行。

喜欢趣味性、参与性的教学环节，对“说教式”的教育较为抗拒。

受限于年龄、阅历，在面对失败和挫折时，准备不足，缺乏辩证观点，

容易产生片面认识。因此，本次课的重点为了解实践是认识的来

源和动力，在知行统一中体验成功快乐。难点为在正确对待失败

和挫折的基础上提高知行统一的能力，体验成功的快乐。

（二）传统教学方法下存在的问题

传统教学法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是一种以老师为中心、书本为

中心和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主，属于被动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