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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之上 

——浅谈艺术设计大众化线上线下教学思政的方式方法 
任  重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沈阳  110000） 

【摘  要】线上教学的理论创新和应用，不应该只存在疫情期间，线上线下教学的结合，应该是未来艺术设计教学的

一个新方式。艺术设计大众化线上线下教育的改革不是空口白牙，揭竿而起也要审时度势，默不作声也许

是在运筹帷幄，但人云亦云绝不可能一鸣惊人，就算万事俱备，也还要等诸葛亮去借一缕东风。如何改革

教育？以教育治教育，以精神教育治物质教育，所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要让我们的教育改革成为揭竿而

起的信念，而不是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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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引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一度隔断了师生之间的沟通，但
是很快国家教育专家们就为我们搭建了一架云端之上的
教学，让我们师生之间沟通坦途，不仅没有耽误学业，还
建立了新型的教学机制和教学方法。随时线上课程的进
行，我觉得线上教学的理论创新和应用，不应该只存在疫
情期间，有效的利用线上教学资源和实时在线课程的参与
学习，并于线下教学进行结合，应该是未来艺术设计教学
的一个新方式。 

在正文开题前先举一个小例子，在某地地震过后的重
建过程中，一位德国的建筑师把自己的防震建筑技术带到
灾区，教授当地的居民，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德国的建筑
师要求居民必须要画精细的建筑图纸，并且参照图纸建造
房子，要求分毫不差。而当地的居民不画图纸，就坐地起
房，他们认为图纸画在脑子里就行了，至于毫厘的差别只
在分寸的拿捏。这种争执一时间似乎没法解决，因为这就
是最现实的中西方教育差异导致的结果。那么导致这种思
想差异的根源和背景是什么呢？ 

2  中西方教育差异的背景及根源 

共产主义的理想是阶级和界线的消解，但是在现在社
会还不能消解界限的漫长时间里，任何一种体制都要受限
于国家体制、社会体制之下，这其中包括教育。政治背景、
经济背景、社会背景、历史背景都直接影响着一个不同于
其他的教育体制，所以说，单纯地就教育谈教育似乎泛泛。
大家都知道所谓“事出有因”，导致此果的必定有其因。
如今的社会，教育的差异性很大程度上是中西方国家社
会、政治经济、历史背景等因素所导致的。 

在中国历史上，东周列国、春秋战国等诸侯割据难成
气候，最终以秦始皇将天下大权集于一身，以至于后来的
历朝历代集权中央，甚至于后来当国民党气数将尽的时
候，试图与共产党隔江而治中国，也不过是空想一场。这
说明中国民众这种灵活或者过于灵活、难自律的特质决定
了执政者必须运用权力集中的体制，而在这种大的背景
下，我们的教育体制势必也要走标准唯一化的路子。 

而西方国家，民众理性大过于天，疏于变通，难懂灵

活，无论是亚历山大盖世伟绩，还是路易十六的咎由自取，
最终君主被杀头、流放、架空、取缔，保留下来的王室也
不过是傀儡，因为他们的理性要求他们要两权分立，时刻
有人监督，导致理性的自律性很强，简单地讲，西方社会
的民众只对耶稣负责。所以说他们的教育体制也绝对是以
自律性为基准的。 

提到教育，任谁都能道出众多的优点和众多的弊端，
大可化为几种类型。怒发冲冠的人——有弊无利；审时度
势的人——衡量利弊；小声嘀咕的人——弊大于利；浑沦
吞枣的人——利弊约等；谨小慎微的人——利大于弊；无
所事事的人——何为利弊。无论中方教育还是西方教育，
这几种情况都存在，这就体现了一种小众和大众的关系，
能够揭竿而起的毕竟是少数人群，而大多数都是甘当基
石，剩余的少数人是随波逐流了。我们都在为教育寻找更
好的出路，改革是不是一句空话，教育路向何方？我们的
教学思政建设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民族自信心、自尊心、
自豪感来源于哪里？这是国之栋梁的必修之课。 

3  不求筒子楼，但求金字塔 

大众化教育是必然的趋势，尤其是过去局限于环境、
资格等客观因素未能实施的教育，我们进行线上教育，让
教育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教。那么如何去实现优质
的大众化教育？ 

无论现在处在哪一阶段的学生，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
里，我们都是在攀楼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说学无
止境，其实不过是行如盲路。确实没有尽头，因为没有盼
头。当我们从小学攀到了初中，发现要一如既往地攀楼梯；
当我们从初中攀到高中，只见队伍在缩小，未见房子在创
新；于是我们在憧憬中继续攀到了大学，大部分同伴心灰
意冷，小部分人继续前行；攀到了研究生，似乎有点尴尬，
楼一直在加高，楼梯依旧暗黄，同伴越来越少，寂寞越来
越多，在一种模式化的指导下，行如机器人，一路是一座
插入云霄的筒子楼。 

忽然间发现，原来大师要站在金字塔尖，那我们正在
半路攀爬或者已经站在筒子楼顶的人该如何是好？其实
筒子楼和金字塔一样都需要强大的基础，但是为什么发展
的结果不尽相同。以下是借助艺术设计大众化教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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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这个大的命题浅谈下个人的解读。 

4  拒食鸡肋 

大家对《西游记》非常熟悉，那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
妖什么是佛，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唐僧师徒尽管个性差异，
但最终能历尽千险，修得上乘。我把漠漠广大的莘莘学子
目前所从事的活动比作攀楼梯，就好像是如唐僧师徒般在
取经。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性格差异，就好比唐僧
试图把弟子都教育得和悟空一样降妖除魔，和沙僧一样老
实忠厚，最后验证失败。单纯的个性叠加不是整体，盲目
的综合不能成就金刚不坏之身。要尊重个性发挥所长，才
能各显神通。 

对于接受教育的我们，应该在真正地了解自己的情况
下去各取所需，而不是单方面被定性后被动地接受教育。
忽视个性就是助长平庸。在艺术设计的大众化教育中，首
先，应该在把更多的艺术专长人士、民间艺人等请到院校
中来的同时，把他们的精湛技艺录制成线上教学文件，让
不管是校内的还是校外的学生所选大于所需，这样才叫真
正的选择，否则寥寥几科犹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其次，应该多多开设线上线下的公共科目，囊括哲学科类、
自然学科等真正为兴趣所动的学科，使各个专业的学生或
者有同样求学之心的好学之士都能根据自己的所学和所
需来融会贯通地创新学习。再次，加强艺术师资的激情建
设，一定前提下允许老师本着自己专业的角度根据不同特
点设置不同线上线下教学，所谓的行政管理不能喧宾夺
主。教书育人，师者的环节不能小觑，如果太多的教条压
制了教师的激情，任再多的专家、再多的科目延伸，结果
都一样，一切将荡然无存。一个简单的原因：艺术需要激
情！ 

5  没有千妖百怪，何谓火眼金睛 

还是以《西游记》为例，尽管悟空的火眼金睛是炼丹
炉的杰作，但是没有事后的千妖百怪，谁能看见他灼灼放
光的时刻？现实中，我们进了炼丹炉，但是出来也未必见
得火眼金睛，因为我们被经验规避了。老师的告诫可谓无
微不至，源于老师的杀手锏——经验。只要老师说出经验，
我们立刻鸦雀无声，没有质疑，只有服从。 

其实老师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他们爱徒心切，盼我
们能一路捷径直取目标。世上千万条径，只是少有捷径，
起码不是何时何地都有捷径，之所以喜爱捷径是因为它能
免于我们走弯路，更快地到达目的，但是谁说弯路不对，
直路不好了呢？没有路上的遭遇，百无聊赖的我们是不是
少了创造的素材，就算到了目的也没有那么多的欣喜和狂
妄，因为我们只是鞭于行走，而忘记贪恋沿途的风景。捷
径是经验一手缔造的，未必条条走捷径，未必事事赖经验，
适度而已。 

无论艺术史还是设计史，哪个大师不是经历了磨练方

能成就真身的？安东尼奥•高迪对生命诠释的建筑、扎哈
哈迪德对新旧语境糅合的设计、川久保玲对多层服饰的提
炼等等，没有一个是轻而易举就完成的，没有历练何来创
新？经验不是万能药，只是辅助剂，起不了治病救人的作
用。试着将经验适度解放，将捷径适度规避，未必不是一
种方法，更何况我们不是悟空，没有千妖百怪哪里试得出
火眼金睛啊？懂得遭遇，善于遭遇，才有创新、才有创造。 

6  作茧自缚，为何狭隘 

历来作茧自缚被当作贬义词比喻做了某件事，结果使
自己受困，也比喻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但是想来，没有昔
日的作茧自缚，何来明日的化作飞蛾？这是一个过程，不
是一个错误。个体的本质不同，发展的过程也就不尽相同，
为什么不能取长补短，何必要讥笑他人？ 

在这种自我完善自我消化的阶段中，我们要做的很
多。首先，艺术专业应该在各年级的不同时期针对潜心学
习的学生安排工作室和时间，由不同阶段的老师通过线上
线下多角度方式指导学生，如何将所学为所用，如何以泛
化精，要求学生要有前期大量的知识储备。其次，师生在
网上这种相对等距离的空间里探讨学习，根据不同的学生
情况分配不同的学习资源，从因材施教的角度和方式着力
研究，如何从本质上提高艺术设计类专业课的线上教学方
式方法，引导学生建立从艺术素养到艺术设计学习的多维
度关联思维创作语义。而后，创意课程的建设应结合实时
更新的社会主义风尚人物和新鲜教学资源，有利于我们进
行传统文化和思政教育，在德育和智育上同时去树立学生
的社会主义学习观和价值观。 

在艺术设计的学习中，我们正是需要这样一个作茧自
缚的过程。前期的广泛积累不能无谓无止，都说学海无涯，
可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容量有限。说白了，作茧自缚正是给
学生一个取日月之精华，融天地之灵气的机会，远离外界
的纷扰。就像蚕虫的作茧自缚，动物的冬眠，人类修道之
士的闭关，为的只是蜕变，何来狭隘？不过是不解其中之
味罢了。 

7  结语 

艺术设计大众化教育，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其教育
改革不是红口白牙，揭竿而起也要审时度势，默不作声也
许是在运筹帷幄，但人云亦云决不可能一鸣惊人，就算万
事俱备，也还要等诸葛亮去借一缕东风。所以当我们被所
谓的利弊搅乱的焦头烂额的时候，平静下来，清楚之后才
能观天象、借东风！教育为何先？信念是肯定要有的，但
是脱离了自然情感的信念就是顽念。所以说，要让我们的
教育改革成为揭竿而起的信念，而不是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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