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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的困境和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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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我国人民的生活，还优化了我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在新课程教学改革后，
素质教育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都与传统的教育有着较大的变化，不再执着于学生的主科学习，而转变为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化的发展，加强学生综合素质以及艺术文化等的培养。发展我国的艺术教育有助于丰富学生的日常生活，还能提高学
生的艺术修养，培养她们正确的审美观念，进而加强他们的艺术实践活动。但是就实际艺术教育的情况而言，艺术教育的发展遇到
了一定的阻碍，影响了艺术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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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主要从艺术教育对我国的重要性、当前艺术教育的困境以

及针对当前的困境，对艺术教育提出简单的改进措施，促进我国艺

术教育的发展与进步。 

一．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1）艺术教育能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在古言“音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中可以了解到音乐对于

人们的重要性。 

在以往的传统教育过程中，人们忽视了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并

且在素质教育的普及、推广过程中，人们都不理解为什么要将艺术

教育融合其中[1]。事实上，将艺术教育中的美术教育能让学生将生

活中见到的事物描绘出来，并通过对事物理解不断发展出属于自己

的审美能力；而音乐教育能帮助学生缓解生活、学习等带来的压力，

给予学生更多舒缓的时间，放松自己的心情... 

（2）艺术教育能提升人们的综合能力 

雨果说过：“开启人类智慧的钥匙有三把，一是字母、二是数

字、三是音符。”艺术教育对人的一生的影响十分深远，许多有成

就的科学家大都热爱艺术，有的甚至有着良好的艺术文化底蕴。据

统计，世界上各大领域的一千位突出贡献的人物中，百分之七八十

都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爱因斯坦说过：“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

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公式组成。”他经常弹奏贝多芬的作品。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不但会吹圆号，而且还会弹钢琴，他的名

言是：“科学家不是工匠，科学的知识结构中应该有艺术，因为科

学里面有美学。”由此也可以看出艺术教育对提升人们的综合能力

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2]。 

二．当前艺术教育的困境 
（1）艺术教育教学观念方面 

当前大多数学生及家长都是抱着多学一门技能的心态开展艺

术教育，更多的是向实用化方向进行转变。我国是一个注重实际教

学的国家，因此不管是在小学艺术课堂教学、初中艺术课堂教学甚

至是高中艺术课堂教学中都可以看到艺术教师被“代课”的情况，

甚至在现代都会有部分家长、学生认为花钱去艺术展、博物馆等地

区接受艺术的熏陶还不如在家休息或是买点其他的零食吃...在现代

教育中，这些影响是极为不利的，会使得我们现代的学生、未来的

学生变得越来越平庸，还会限制他们的思想以及艺术细胞的发展[3]。 

（2）艺术教育活动组织方面 

即便是在素质教育的教学环境下，艺术教育在活动组织方式依

旧存在较大的问题，单一化、固态化的艺术教育活动限制了学生对

艺术教育的学习兴趣。艺术教育是在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进行，但是在当前艺术教育的活动组织方面更多的是按部就班，并

没有针对现代化的学生进行更创新。教师方面也没有对艺术教育拥

有正确的认识，甚至其思想也局限于传统教育之中。 

（3）专业艺术教师的缺乏 

在很多学校中的艺术教师并不是真正拥有专业性的艺术教师，

很多艺术教师对于“艺术教育”的理解也存在缺陷。部分艺术教师

可能是由学校中其他学科的教室所代替的，部分艺术教师的专业能

力并不高，也没有专业的培训机会，长期以往，使得我国艺术教育

的理念较为落后，其艺术教师的教学能力也十分的普通，甚至无法

在课堂教学中调动学生对艺术的学习兴趣。 

（4）优质艺术教育资源的匮乏 

综合以上几点也可以看出，在现代学校的艺术教育之中，并没

有较为优质、专业的艺术教育资源。学校也不是特别重视这一方面，

认为只要有该门课程即可，也没有向外引进一些优质的艺术教育资

源，在某种程度上也局限了艺术教师的教学开展，影响学生的艺术

教育学习。 

三．艺术教育的发展对策 
（1）转变艺术教育的教学观念 

不仅需要在政策上从传统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还应转变学校

教师、家长以及学生的教学观念，注重艺术教育的审美教育，通过

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丰富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创新能

力以及创造能力。艺术教师还应将教学主体转变为学生，适当的引

导学生逐渐培养审美，使学生能在愉悦的环境下生活、学习，提高

学生对艺术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以及个人修养[4]。 

（2）丰富艺术教育的教学内容 

艺术的形式是千变万化的，艺术教师在开展艺术教育的时候不

应将教学局限起来，而应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兴趣所在开展艺

术教育。例如在美术教学时，教师可先将绘画的技巧以及绘画的方

法再让学生自己进行创作，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此外，艺术教师

还应组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例如通过音乐、美术、舞蹈、电影等

方式提高学生视觉、情感以及情绪等的审美能力，促进艺术教育的

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对艺术的理解能力。还课提供合适的机会支

持、引导学生欣赏故事、诗歌、散文、木偶剧、动画片、皮影戏、

小歌剧、京剧等艺术作品及其他中国传统戏剧，认识到更多我国的

精彩艺术文化，并谈谈自己的感受。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艺术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艺术教师应承担起

重要作用，并且要认识到艺术教育不是机械的技能训练，模仿也不

是艺术。了解更多艺术教育上的困境，更了解艺术教育中的方式方

法，通过艺术教育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的艺术细胞，以及对

现代化的艺术教育发展提出更有利的教学措施，提高学生对艺术教

育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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