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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视角下财经类高校美育通识课设计与实践 

——以《艺术品拍卖》课程为例 

周玮佳 
（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济南  250014） 

摘  要：“新文科”、“新工科”等概念已成为高校课程建设的新标杆。美育类通识课应在传统内容基础上积极接受时代发展带

来的变化，实现课程多学科交叉。本文探索了在财经类高校的特定环境下，以学科交叉为主要方向的美育课程建设方法，并就课程

架构、教学实践等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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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教育部等十三部委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工

程，“新文科”概念正式出现在高校教育领域。“新文科”理念

所强调的学科交叉模式并非首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它在我国社

会各个领域的实践中早已显露端倪。譬如，我国艺术品拍卖市

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便已持续在推进艺术创作、法律

建设及市场营销模式等方面进行融合探索；又如，近年甚为风

行的 AI 绘画，即为计算机技术与艺术创作的结合，它甚至改变

了传统艺术创作概念中对“艺术创作者”的认知。 

学科交叉是时代发展趋势，除继续精审学科自身理论外，

美育类通识课程同样应当将脉络延伸至学科交叉的可能性中，

将形而上的审美旨趣与专业特性、社会环境等现实因素有机结

合，以达到更为有效的育人目的。下文将以山东财经大学通识

公选课“艺术品拍卖”为例，探讨财经类高校美育通识课的设

计思路与教学实践。 

一、课程设计背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树立学科融合理

念”“有机整合相关学科的美育内容，推进课程教学、社会实践

和校园文化建设深度融合”1，这为美育课程体系的多元化发展

提供了思路。 

财经类高校专业设置通常偏重点明确，与经济、金融、信

息技术、企业管理等社会热门领域关系密切。正因如此，财经

专业学生的观察视角普遍较其他综合性学校学生更为贴近实

际。在此情形下，不少担任美育课程的教师感到心有余而力不

足，认为学生太过“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致使美育类通

识课大多沦为专业课的附属品或点缀，要达到纯粹的美育目标

难度颇大。诚然，“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还是因为它提供社会真

正需要的东西——知识、精神及拥有知识与精神的人,它必须接

触社会,了解社会的需要,但决不应该被社会完全同化。”2 但是我

们仍需看到，本科阶段学生往往要面临多变的社会环境及较大

的工作、升学压力，而“实用主义”有时恰是他们解决问题最

有效的手段。教育者若只是一味地抱怨学生“急功近利”，并将

教育内容与手段仅局限于单一学科，其最终结果只能是教师单

方面陶醉于教育的理想主义。 

此外，美育类课程虽以艺术教育为主，却不应仅局限于艺

术教育。从学科角度而言，国内学者大多认为美育学是美学和

教育学等多学科交叉形成的应用型学科，但若从具体美育活动

出发，其涉及的知识领域则远远不止美学、教育学和各类艺术

学科。蔡元培曾在其《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提出：“凡是学

校所有的课程，都没有与美育无关的。”比如“数学，仿佛是枯

燥不过的了; 但是美术上的比例、节奏，全是数的关系……理

化学似乎机械了，但是声学与音乐，光学与色彩，密切得很。”
3 反观当下，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天文数字级别的运算学习能力，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逐渐成为普通人实现创作与审美梦

想的途径；而金融活动在富饶和多元化的活跃的人类社会服务

过程中也能体现出美丽，使人们在其波澜起伏的过程中体会到

对称性的“金融之美”。 

二、课程设计思路及“新文科”理念探索 

（一）课程设计总体思路 

传统学科与课程多以专业化、精细化为主要特征，但往往

会因为边界固化而导致视域狭窄。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概

念的提出，社会多元化带来的冲突以及环境危机愈发凸显，各

类综合而复杂的问题已无法单纯依靠传统学科解决。在这样的

环境下，美育课程应当发挥其博大、包容性，不仅能够引导学

生成为创造审美价值的参与者，而且可以引导其主动且有效地

应对世界的变化，从跨学科甚至超学科 4 的宏观视野去感受美与

现实生活、经济发展及文化进步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新文科”理念下的美育课程设计探索 

1、将审美理论与艺术品市场相结合 

艺术品是艺术表达的具象化产物之一，它们能够以商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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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入市场进行流通交易。拍卖市场作为艺术品交易二级市场，

具有数据公开、清晰的特点，为人们直观感受作品风貌提供途

径。然而，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中“艺术品”的概念远比艺术学

科所涵盖的类目要更宽泛，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美术，如绘

画、雕塑等，亦可指文房四宝、古籍旧书，甚至潮流手办、璀

璨珠宝和名人遗物等。可以说，拍卖交易中的艺术品类目充分

呈现了艺术与文化、历史、经济的交叉融合。 

“艺术品拍卖”课程首先从艺术学角度阐释艺术品的概念。

部分学者将艺术品归纳为一种符号系统作品，并指出其创作来

自于人的兴发感动和特定情感，同时也要触动接受者的感兴。

在此概念下，艺术品是文化产业的产品，被艺术家集中、成批

的生产出来，带有个性鲜明的符号性特征。在现实生活中，“符

号性”体现在艺术品拍卖的方方面面，比如拍品会根据其画派

特征或器型特征来归类，据此将其放置到特定专场或分组上拍，

等等。 

除了从理论高度帮助学生理解艺术美，课程还以大篇幅讲

解具体实例。在课程建设过程中，团队不仅邀请博物馆书画修

复专家、漆艺创作者，以及艺术品拍卖业内人士等拍摄专题讲

座，还不断地根据社会热点及学术前沿资讯等，为课程资料库

增补内容。目前，课程已就“中国漆文化及艺术市场”、“中国

墨锭收藏”、“艺术品拍卖与艺术品保险”等主题录制了专题讲

座，使课程资源库得以持续扩充。 

2、探索中国传统艺术与世界多元文化 

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曾多次调研财经专业学生对传统中国

视觉艺术的认知。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学生在提及“传统”、

“传统文化”、“书画”时，表现出较为中性甚至负面的评价，

其中最典型的回答集中在“老古董”、“陈旧”等词汇上。由此

可见，大学生误读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况较为普遍。 

艺术品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和思维投射，但若仅从形而

上的角度片面解读，容易成为乏味枯燥的说教式空谈。如今已

有不少美育课程将书画等传统艺术作为讲解重点，课程设计优

秀，内容丰富，但容易使非艺术专业学生陷入“传统中国美术

即书画”的窠臼。正因如此，课程以文房四宝、瓷器、古籍善

本、漆器等看似次要的艺术品类作为阐述对象，从物质文化角

度出发，将某些独特而又凸显文化特征的种类呈现在教学过程

中，以期引导学生以开放性眼光观看和欣赏艺术品。 

除此之外，摄影作品、名人遗物、珠宝等亦是本课程单列

呈现的几个品类。学生可以通过课程初步了解东西方文明对珠

宝玉石的不同偏好，从而在领略其熠熠之美的同时理解同类不

同价的市场现象；可以在分析“粉丝经济”的同时，了解“名

人光环”之于艺术品确真及文化研究的价值；还可以从摄影艺

术从无到有，乃至为市场所接受的发展脉络中，寻得科技与艺

术的链接。 

3、探索科技进步与艺术审美的关联性 

科学技术看似与艺术审美无关，但实际上却对艺术表达形

式的扩容发展影响深重。正如“新文科”所提倡的那样，课程

设计与建设应力求有机整合相关学科的美育内容，将教学、社

会实践等作深度融合。本课程根据近些年 AI 技术在绘画等领域

的表现，在“当代艺术”一章中，以专题形式设计了“加密数

字艺术品”小节，帮助学生在数字经济的时代大背景下，探索

艺术审美的更多可能。该节内容不仅向学生简要介绍了区块链、

元宇宙等新兴概念，也尝试将近百年来科学家与艺术家的创作

实例展示出来，如分形几何学在图形制作中的使用等。 

4、美育与财经、政法等多学科结合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

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

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艺术品拍卖”课

程在设计之初便以专业融合与专业认同为基础，从市场及法律

角度解读艺术品与其审美在社会活动中所体现出的错综特征，

并同时引导学生从多元角度看待问题。 

艺术品拍卖与法律法规关系颇深，因此，课程设置了专门

章节探讨艺术家与其作品确权、确真的关联，以及相应的法律

法规，并邀请国内知名文化法律专家制作专题讲座。通过学习

该模块，学生不仅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法律规范和制约对艺术创

作者合法权利的保障，亦可理解为何艺术家本人未必能够在法

律程序中为其作品做有效证词。这正是通识课应当教给学生的

“批判性思维”，它能够引导学生反思那些习以为常的经验，再

揭示藏在事物表象之下的东西。 

三、教学实践探索与反思 

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发现通识课教学难度比专业课

更大。教师面对的是不同专业选课学生，因而需要拥有“博物”

型视野。所幸，人文学科之间的知识跨度和理解难度相比自然

科学要小得多，建设跨学科、超学科美育课程，培养教师的“新

文科”理念并非难以实现的目标。笔者认为，从事跨学科美育

课程教学和课程建设者，需要着重思考以下几点： 

首先，教师需建立终身学习观念。美育通识课教师不仅应

熟稔本专业、本课程内容，还应当摒弃“权威”身份，时时关

心新生事物及不同时代下大学生的认知特点。具体到课程教学，

则可以从每学期选课学生专业分析、人员比例分析等入手，及

时找出专业与美育的关联点，以调整课程偏重内容，将审美教

育潜移默化地融合到相应专业知识中。 

第二，教师应成为一名引导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反

思教育：向“全球利益共同体”的理念转变？》报告中指出，

教育应使学生“形成与当地国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共命

运的意识，以及全人类休戚与共的精神……出于个人对社区的

责任意识，承诺参与地方、国家及全球层面的公民和社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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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习近平总书记亦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不同社会

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

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相比专业课，内

容较为综合的通识课在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方面具备

更大优势，尤其在涉及人类普遍审美、责任、道德等本质规律

时，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引导行为作用显著。 

最后，应将美育理念与现实社会相关联，鼓励学生利用辩

证法看待事物。如前文所述，社会多元化带来的冲突只能通过

更加综合、包容的手段解决，美育课程在引导学生成为审美价

值参与者的同时，也能够从跨学科、超学科的宏观视野去鼓励

学生感受现实生活、经济发展及文化进步中的美。 

目前财经类高校美育课程设置虽然还存着某些制度缺撼及

认识误区，但随着“新文科”理念的日益深入和教育者的不断

反思与学习，在我国“第三次学术大转型”6 的浪潮下，美育通

识课程的建设者们势必会在持续探索中打破旧有学科间的藩

篱，使美育更加鲜活，更符合中国特色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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