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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化、整合化、平台化” 

——“大美育观”视域下，高职院校公共艺术课程建设方案探究 
王  伟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常州  213000） 

【摘  要】高职院校的公共艺术课程建设正处在一个摸索的阶段，如何进行课程建设，使之能与社会发展、学校、学

情相适应，在提高学生艺术修养、文化自信、创新能力的同时，能够健全人格，并提升公共艺术教育的目

标性和可持续性则亟待我们研究。在“大美育观”的视域下，提出“融通化、整合化、平台化”是公共艺

术课程建设的新路径。 
【关键词】融通化；整合化；平台化；课程思政 

 
 
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是美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

美育工作的意见》，明确了高等教育的美育在不同阶段的

目标定位，强调了高等教育作为美育最终阶段的目标和要

求。在“大美育观”的视域下，建设“融通化、整合化、

平台化”的公共艺术课程，对于实现美育的最终目标具有

重要意义。 

1  融通化 

新时代公共艺术课程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公共艺

术与其他课程和活动的融通化教育。公共艺术教育与德

育、专业课程、创新性校园文化活动的融通。 
1.1  公共艺术教育与德育的融通 
《乐记》中提到：“乐者，通于伦理者也；乐也者，

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在公共艺术的教学中，

往往比较重视艺术本身的鉴赏，较少引导学生对艺术作品

的“德育”方面的关注。以音乐鉴赏课程为例，音乐作品

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审美观、价值观，很多流行音乐中

蕴含着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理念、时代精神，“钢

琴诗人”肖邦的很多作品中都饱含爱国情怀；“乐圣”贝

多芬的作品大都充斥着对社会和人性的思索。艺术作品的

鉴赏既是直观的审美也是深层次的感悟，学生在鉴赏艺术

作品时先产生情感的共鸣，进而引起对人性、爱国情怀、

伦理道德等的思考，从而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 
1.2  公共艺术教育与专业课程的融通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需要一大批“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作为高职院校，便承担起了主要的培养任

务。何为“高素质”，这与近年来提出的“工匠精神”有

着相似之处。作为高职工科院校，应以培养具备高超技术

的产品“雕琢师”为目标，单纯的“机械式”的教学已经

落伍，我们更应该在进行专业教学的同时，不断完善学生

的审美品位、创新意识，使学生从单一的“技工”成长为

有着高素质的“技师”。 
长期以来，大多数人对于公共艺术教育的认识，仅仅

停留在把“艺术”当做是“锦上添花”的点缀之物，是游

离于专业课程之外的“附加物”，而没有将其视为可以提

升专业学科建设深度的“重要课程”。以我院较为主流的

模具制造、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等专业为例，都会涉及

到一些设计类课程和软件的学习，就目前学生和企业反映

的情况来说，最大的困扰不是学不会，而是学不精。所谓

“精”，并非学的熟练，而是可以真正“学以致用”“举一

反三”。究其根由，还是由于学生自身素质存在“盲区”，

缺乏审美意识。例如，高校在专业课程的人才培养规划中，

可以设置与专业课相适应的造型美学、设计美学等艺术美

学类课程，以及开设“工业产品之美”“中外著名建筑赏

析”等兼具艺术和专业的选修课程，形成融通和互补，才

能体现开设“公共艺术”课程的教育目的，发挥公共艺术

教育在美育和智育方面的特殊作用，培养出新时代具有高

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1.3  与创新性校园文化活动的融通 
哈佛大学经常举办创造性的校园文化活动来提高对

学生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培养，从 1993 年变开始举办“艺

术优先艺术节“，每年一届，每次举办都会吸引众多的学

生参与其中，每个节目都充满着想象力和创造力。 
对于学生来说，校园文化活动是最受欢迎的活动，艺

术是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形式，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引入艺

术，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去引导学生以创新思维去思考，这

无疑会对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产生正面的、积极地影

响。以常州各高职院校为例，校园活动一般分为两个部分：

学工活动和团委活动。学工活动包括主题班会、团辅活动、

心理活动等与素质课程相关的一些活动；团委活动包括志

愿服务活动、文娱比赛、专业比赛等活动。较少开展一些

具有创新性的校园文化活动，更缺乏具有“品牌”效应的

艺术活动。举办如五四诗词比赛、教师节创意书签设计大

赛等与传统节日相关的创新性活动，以及与专业相关的

“机器人大赛”“3D 设计比赛”等，将艺术与创新性校园

文化活动进行融通，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高层

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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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合化 

所谓“整合化”，是指各类资源的整合，包括学院内

部资源、各高校资源、社会资源三个方面的整合。公共艺

术是多门类、多形式的综合教学，所需要的资源也是多方

面的，因此需要进行资源的整合。资源的整合不仅可以带

来资源的共享，还可以促进整合双方的“共赢”。 
以我院为例，公共艺术教学团队属于团队二级管理，

在师资方面的“软性”资源较为丰富，但是在设施设备、

场地等“硬性”资源方面较为匮乏，各二级学院和院团委

的硬件资源丰富，但师资力量薄弱，二者的整合对于提高

学校公共艺术教学质量、丰富学院校园活动形式、提升活

动层次等方面都大有裨益。当然，内部的整合不仅限于相

关团队和部门的资源整合，与其他课程团队的整合也十分

有必要。例如，2013 年，我院将思想政治课程团队和公

共艺术团队合并在社科部中，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课程团队

管理的同时，实现公共艺术课程与思政课程的融合。这些

年来，公共艺术团队和思政团队在课程资源建设、学生实

践活动、教学方式等方面都进行了整合与共享，深入贯彻

“课程思政”的教学理念，在提高学生艺术素养的同时，

加强思想政治的教育，以艺促德，艺德互促。 
由于每个高校的地域优势以及在公共艺术课程建设

方面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在教学资源方面具有各自的优

势，也存在不同的弱项。对于各高校来说，存在很多可以

相互借鉴和整合的地方。有的学院在信息化教学方面优势

明显，建设了国家精品类网络课程（如南京农业大学的《美

学与大学生艺术素养》）；有的学院在非物质文化的教学方

面具有相当的经验和资源（如无锡职院的“惠山泥人”），

二者地理位置相近，资源互补，因此，二者在 2013 年进

行了资源的共享，推进了公共艺术的课程建设，搭建了更

加立体化的教学平台。 
学校的资源是有限的，除了学校之间的资源共享外，

尚有很多资源是学校无法建设的，例如，专业的高雅艺术

演出和大型艺术展，这就需要在资源体系中融入更多的

“社会资源”。以我院为例，以提升公共艺术的教学深度

和学生的艺术品位为导向，与常州地区的知名演出单位

（常州大剧院、凤凰谷大剧院等）、文化场馆（常州市文

化馆、美术馆、博物馆、纪念馆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

合作，拓展我院公共艺术的实践活动平台，全面提升学生

的艺术修养和思想修养。 

3  平台化 

所谓平台化，是指打造与公共艺术教学相关的、多门

类、多层次、立体化的教学平台。从纵向上来说，包括以

理论学习为主的基础构建平台。以文艺活动为主的实践拓

展平台，以比赛、志愿服务为主的素质提升平台。从横向

上来说，包括教学平台、演出平台、比赛平台、公益平台。 
基于此，打造“艺术知识学习—艺术实践活动—艺术

社团培训—艺术展演竞赛”的多元化艺术教学平台，将公

共艺术的教育从课内延伸至校外，提出“让高职学生也文

艺”的教学目标，并将其纳入学生素质学分范畴，在保证

实践教育效果的同时，通过制度保障，形成“人人参与”，

全面提升大学生的艺术素养。 
在艺术知识学习中，将艺术基本原理，作品分析等

融于课内讲授，将以“课程思政”为主的艺术知识拓展

融于线上教学，将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结合，建设

在线课程，形成“线下线上”混合教学平台，极大地拓

展教学内容，有效的掌控学生的学习过程；在艺术实践

活动中，以提升艺术实践能力和公益服务意识为目的，

以“体验”“表演”“志愿服务”为形式，结合当地的艺

术文化特色，打造“课堂—校园—城市”的多层次实践

平台；在艺术社团培训中，结合校园文化特色、主题艺

术活动特点、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具有专业性、

主题性、文化性、创新性、传承性的学生社团培训平台；

在艺术展演竞赛中，通过社团的培养，选拔一批具有一

定艺术专业实践能力的学生组成“竞赛团队”，参加校内

外各类艺术展演和竞赛，以赛代练，在提升艺术实践能

力的同时拓展艺术视野，以点带面，调动其他同学学习

艺术的积极性。 
这样纵横结合的多元化艺术教学平台，使学生的公共

艺术的学习从校内拓展到校外，从理论学习拓展到实践，

从欣赏拓展到表演，实现学生在校期间能接受到全方位

的、立体化的教学和实践。在走上工作岗位后，通过公益

平台，继续参与到公共艺术的学习和实践中，大大提升了

公共艺术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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