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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等院校的生活化美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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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艺术学院  116600） 

摘要：2020 年初“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不但打破了祥和的节日氛围，也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时至 2021
年，“新冠”疫情已扩大到全世界范围，并且一直没有结束。全国各族人民纷纷团结一致地投入到了抗击疫情的战斗当中，除了白
衣天使和志愿者之外，还有很多人以另一种形式为抗击疫情做贡献，例如美术工作者。在几个月的疫情中，美术领域诞生了很多抗

击疫情的美术作品，歌颂着白衣天使和抗疫一线工作者对于国家的奉献。因此在高等院校美术教学中巧妙地加入关于疫情创作选材
的环节，能有效提升高等院校美术专业大学生的美术水平和品德素养，所以高等院校美术教师在教学时，必须对关于疫情绘画创作

的素材加以利用，以有效提升教学水平，并起到对大学生进行德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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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美术专业大学生的素材选择，大都是来源于生活之

中。艺术来源于现实生活之中，抗击疫情是当下的热点问题，也是
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所以疫情就成了当下美术专业大学生

美术创作的最佳素材，同时也可以通过疫情题材的创作来培养美术

专业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和爱国情怀，这样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提升
美术专业大学生的美术能力和进行德育教育的作用[1]。 

一、美术教育对大学生所起到的德育作用 

任何行业都是先有品德再有技术，正如少林七十二绝技是以高
深佛法作为根基一样，美术专业大学生在学习美术之前首先要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这样才能使得自己的作品带有正能量。不了解美术

的人会认为美术这一行业不同于医疗，不同于食品，不会给人带来
最为直接的利害，因此美术有没有品德观，不重要。但是美术专业

大学生决不能有这种不正确的思想和想法。例如，前几年的“商标

造假”事件，就是一群品德不端的美术生凭借着高超的绘画能力，
抄袭别人设计的商标稍作修改后进行的网络诈骗。 

在医学领域有一句名言“善医者，医心；不善医者，医身”，

教育界也有一句类似的话：“善教者，教内心；不善教者，教形式”，
在当代大学生的美术教学当中应关注他们的内心，培养大学生树立

正确心态和正确价值观才是教育的根本[2]。 

二、鉴赏生活化的作品能提升大学生的美术鉴赏力 

疫情的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有这个时期代表性的美术作品，也

能够从作品的细节之处观察到人们对疫情的认知变化。美术作品的

鉴赏是需要技巧的，高等院校美术教师在进行美术鉴赏教学的时
候，可以结合当下的疫情，搜集疫情时期的作品，选出每个阶段的

代表作，通过多媒体和微课等手段来让大学生进行观察[3]。疫情是

一件严肃的事，是一个悲剧性事件，因而很多作品例如素描大都是
黑白色调，这种色调给人的感觉比较严肃庄重，是对在疫情当中牺

牲的医护人员和人民的一种尊重，例如《李文亮医生》素描。作品

本身重视的是人物关键部分的细节描写，然后辅之以人物轮廓，让
人能够辨别人物。高等院校美术教师在培养大学生的美术鉴赏力的

时候，就要让大学生生注意打破美术作品所表达的感情，既要欣赏

作品的刻画内容，又要跳出作品本身，探究出作品存在于精神上的
东西。 

三、创作生活化的绘画能培养大学生的大爱精神 

美术作品中关于钟南山的肖像画在画种上有不同的形式，例如
素描、油画、剪纸等，每一幅都有不同的表情，有的是深沉凝重、

有的是坚毅自信，有的是幽默可爱。不同表情的作品反映了作者不

同的心态，表现了作者对战胜疫情的信心，尤其是钟南山院士沉着
冷静的表情，带给了国人极大的精神鼓舞；而李兰娟院士，大多是

微笑慈祥的表情，象征着只要坚持，就一定能战胜疫情，表达了作

者心中对和平的向往。高等院校美术教师可以把这些作品做成 PPT
的形式展示给大学生进行欣赏，让大学生感受作品中表达的深沉内

涵，同时也要跳出从视觉上对作品的感受，从精神上去感受白衣天

使在疫情当中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通过对疫情当中医务人员的繁

忙工作的了解，让大学生感悟到医务人员为了国家大局敢于牺牲个
人的精神。 

四、在欣赏生活化的艺术中提升大学生的艺术情怀 

疫情之下很多作品色彩单调，但是人生不止眼前的疫情，更有
美好的人生，疫情肯定会过去，一切都会步入正规。艺术作品是对

一个时期现实的反映，艺术既有喜剧也有悲剧，悲剧就是将生活拉

近了给人看，喜剧就是将生活打碎了给你看，而疫情艺术，既有悲
剧也有喜剧，悲剧是那些逝去的患病者，喜剧是治愈者和清零的地

区。高校美术教师要引导美术专业大学生用正确的态度去看待艺术

和生活，并将两者有机结合，对两者的本质产生根本性的了解。这
样聋生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可以用一种艺术的心态去理解，能

够站在艺术的角度来看待生活当中的琐碎事件，这也就是艺术情怀

的核心精神所在。 
五、让大学生学会在实践中创作生活化的作品 

艺术源于现实又服务于现实，大学生结合疫情创作疫情绘画作

品，能让他们学习到疫情作品的创作绘画方式，提升美术技能。美
术教师在美术教学当中首先应当让大学生了解疫情美术作品的概

念，掌握基本的绘画技巧，然后就是根据对疫情作品的理解重新创

作作品。艺术教学强调的是知行合一，实践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
也是学习知识的目的，因而在美术教学当中要强调对大学生的实践

教学。 

在初始创作阶段，可以选取较为有名的作品让大学生去模仿，
例如《钟南山像》，大学生可以在模仿当中充分提升自身的技能。

其次是以模仿为基础，去进行创新。很多大学生在模仿的当中就会

自发地进行创新，这也是教育的必经阶段。 
六、结语 

综上所述：疫情给国家和人们带来灾难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

对灾难的看法和态度，疫情下的百态人生成为了高等院校美术教学
的良好素材。高等院校美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首先需要培养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大学生的大爱精神；其次是利用疫情作品

提升大学生的美术鉴赏力，提高美术水平；坚持知行合一，获取对
美术的真知灼见，深刻体会疫情作品代表的情感，进而尝试创作疫

情主题作品，应结合现实生活让大学生用艺术的心态来看待生活当

中的琐碎，让大学生树立开放的心态，在充满色彩的生活中为以后
的学习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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