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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互联网+”与艺术教育融合研究 
庞昊 

（潍坊理工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261061） 

摘要：后疫情时期,各高校灵活运用多渠道的艺术教育手段，线上资源与线下课堂相结合的“互联网+教学”模式带来了教与学
的新活力；同时公立或民营美术馆也是艺术教育的重要场所，在世界尚未恢复正常运转之时，各类文创展览和学术交流等活动，通
过互联网分享资源已成为行业新趋势。自 2006 年我国将民办美术馆纳入民办非企业单位，予以资金、税务、场所和基础设施扶持，
2017 年北京地区文创产业已占总产值 GDP 的 16%。高校艺术教育作为文化创意应用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如何与美术馆的“互联
网+”资源结合，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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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术馆“互联网+”模式的契机与新发展： 
美术馆 “互联网+”是指艺术场馆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及

手机应用程序等相关新媒体技术手段进行线上展览和推广运营的

模式。在后疫情时期，全球文创展馆的各类线下运营几近停摆，新

常态反而成为“互联网+”模式的契机。互联网凭借其传递性、自

由性、实时性、交换性、共享性、开放性的特性，为艺术行业带来

了新的机遇。 

艺术更多地依赖互联网进行生产、传播、会议交流乃至交易，

打破了艺术界原来的专业的、封闭的空间，线上与线下的融合为行

业带来了一系列的新发展，使得前沿的公立或民营美术馆的线上教

育资源与高校艺术日常教学结合更具可行性。 

2 美术馆与高校艺术教育： 
法国公立美术馆有卢浮宫，也有蓬皮杜，在国外的艺术教育体

系里，笔者有一半的时间在各类艺术场馆上课，艺术类高校的授课

教师和答辩评委普遍具有专业的美术馆从业经验。美术馆在这种教

育系统当中，是社会上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而且美

术馆与周边社区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也担负着大众文化导向这样非

常重的社会责任。 

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工作平稳推进，各类美术馆开展“抗疫“等

主题展览，丰富的线上和线下教育活动、教育课程、教育展览、教

育读物、教育软件等教育形式，逐渐成为新时代我国美术馆公共教

育服务的新常态。 后疫情时代新常态下，中国美术馆在微信公众

号和网站上陆续推出抗疫主题展览，山东美术馆“闭馆不停展”，

我校公众号和美术馆的“艺起抗疫”海报设计展等系列活动，表达

了对广大医务工作者不畏危险、无私奉献、义无反顾 的“医者仁

心”的崇高致敬。研究和借鉴这些案例，从而引领观众共享生活之

美、艺术之美、创造之美，具有教育学生及引导大众积极生活的重

要意义。 

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高校的学术繁荣，需要美术馆结合艺术

教育资源，建立其品牌特色和学术高度。美术馆在融资、典藏、学

术、社会教育等方面具学术性、创造性、前瞻性。如何吸收发达地

区经验，利用商业的方式将学术推广到大众中去，又不影响其连接

高校教育和学术本质的建造，更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乃至于形成

长远的地方文化特色的构造，值得广大师生与艺术家及美术馆专家

携手共建。 

美术馆应与高校艺术教育融合，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深

挖潜力，做足功课，拓展“第二课堂”，努力实现教育效果的最优

化和最大化。  

3 融合研究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从现在艺术教育的现状来看，已经出现了国家级一流课程资源

通过慕课等平台共享的趋势，但国际范围内美术馆作为不同于高校

的知识生产的场所，需要教师提高思想觉悟，切实结合课程大纲，

运用美术馆资源和 OBE 模式，打造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

调动学生的思维与实践，最终达到艺术作品产出的真正目的。实现

这些要求的过程中艺术教育相关数字化课程和美术馆“网络+”发

展也面临更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3.1 美术馆“互联网+”与课程体系融合建设 

从美术馆“互联网+”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内相关美术馆互联

网资源储备充足，目前已发展多年，较为完备，公立和私立美术馆

都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套发展模式，渐趋成熟，但同时应更多主动

在共享服务和教育理念上寻求高质量的突破，才能适应当今不断变

化的社会经济发展结构，以真正的承担社会公共教育，和文化导向

的功能，创造新的风向和产业价值。 

从课程体系建设上来讲，高校教师应主动借鉴世界范围内美术

馆的互联网与新媒体资源，结合课程的高阶性和专业程度，尤其时

刻以创新性为标准，灵活运用产业前沿的资讯和新成果，把握好课

程体系与能力结构的映射关系，激发学生的兴趣，以对应的具体、

详细、丰富的课程来促进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 

3.2 人才培养模式的新探索 

人才培养模式关键在于提高师资的素质。一方面，从高等教育

的内涵来看，人才培养是高校的首要功能。另一方面， “培养什

么样的人”“怎么培养这样的人”是每一所高校都不能回避的两个

基本问题。艺术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有其特殊性。艺术专业师生需要

大量的竞赛和展览机会，以使其作品真正融入阿瑟·丹托所阐明的

“艺术世界”。 

现阶段社会及各地高校艺术教育与美术馆“互联网+”应用优

秀案例众多，调研分析并建设相关课程，需要教师把握“立德树人”

根本标准，自觉引领艺术专业日常教学活动及相关学生展览成果筹

备。 

4.后疫情时期发展前瞻 
展望“后疫情时代新常态”这一社会大背景，未来应重点从高

校艺术教育乃至思政和社会公共艺术教育的需求的角度出发，深入

研究当下“美术馆互联网+”新模式，并结合我校内与校外美术馆

的实践活动，以促进高校教育的人才培养，尽快实现教育形式的丰

富化，达成教育效果的最优和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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