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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对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发展探讨

李力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 摘  要 ]在文化强国的号召下，高职院校对艺术教育的关注度有所提升，开始着力于培养集专业技能与艺术素养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提

高了职业教育的标准，这对高职院校教育成果的提升以及学生未来发展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围绕艺术教育对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发

展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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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艺术教育在高职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习近平

主席多次提及传统文化及传统思想的价值后，教育部针对艺术教育

专门制定出了一系列政策，艺术教育迎来了新的时代。但目前，高

职院校的教育目标仍以培养知识、技能型人才为主，艺术教育的开

展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

1 影响高职院校艺术教育实施的主要因素

1.1 艺术教育不受重视

高职院校树立的教育工作目标是为各行各业培养职业型人才，

故而将教学的重心放在了专业知识和技能上，较少关注艺术教育，

校园内缺少艺术氛围，而事实证明，这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产生

了影响，不利于他们的未来职业发展及个人素质发展。

艺术教育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它能够提升学生的创新力、审美

能力，提升其思想境界，帮助塑造大学生的健全人格和优质品格，

拥有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这在整个教育体系之中无疑是不可分

割的部分，发挥的独特教育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

1.2 艺术教育板块缺失

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随之带来的是更

高的精神需求，社会群体对精神文明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渴求。在此

背景下，高职院校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只有大力普及艺术

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与发展，加速整个社会

文明迈进的脚步。然而从高职院校的教育板块设计来看，艺术教育

的部分长期缺失。学生长期沉浸于网络、游戏等娱乐当中，思想已

经被不良网络风气所浸润，文化素质与个人素养偏低，这样的学生

即便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基础，也很难被社会所认可 [1]。

1.3 艺术类课程单一

目前高职院校设置的艺术类课程非常单一，以基础的音乐、美

术课程为主，古典音乐、影视鉴赏、国画艺术等相关课程没有开设，

教学内容的局限性强，起到的人文教育作用有限。

1.4 艺术教育形式单一

大学生是一个拥有新思想的年轻团体，他们热情奔放有活力，

渴望以不同的方式学习充满新鲜感的知识。传统化教育容易令他们

产生倦怠感，失去兴趣，而这也是当前艺术教育最突出的一个问题。

艺术不能用死板的知识来衡量，教学的方式方法更应该灵活，但是

从实际来看，大部分教师都在坚持采用照本宣科的方式去介绍艺术

作品、艺术知识，导致学生不仅学习兴趣不足，也很难真正受到艺

术的熏陶，艺术教育的育人作用无法充分发挥 [2]。这从根本上也能

够体现出高职院校教育者的教学能力有待提升，应尽快优化教学思

想，加快教学创新的脚步。

2 艺术教育对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重要意义

2.1 从艺术教育向素质教育的重要过度

孔子曾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观点，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修养从学诗开始，从学礼而自立，最终完成于学乐 [3]。可见，

在一个人修养的背后，“乐”所发挥的重要性，而这无疑代表的就是

艺术教育。艺术教育能够提升学生文化底蕴，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

充分发挥艺术教育的作用，将促进艺术教育向素质教育过度，提升

艺术教育成果，培育出优秀人才。

2.2 坚持艺术教育有助于帮助学生树立伟大理想

当代大学生所处瞬息万变的时代下，思想和行为很容易受到社

会风气的影响，未经世事的他们容易产生迷茫感，失去奋斗的方向。

在艺术教育中，很多学生都能发现自己的长处，找到自己最真实的

兴趣爱好，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也能在感悟艺术、欣赏艺术的同时，

建立起伟大的人生理想，改变消极的学习及人生态度。长期在艺术

的熏陶下，学生的性格、品质、学习态度都将一点一滴的改变。

2.3 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和审美素养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知识和技能是硬实力，精神文明则

是更为重要的软实力。工作竞争愈发激烈，社会和企业对人才的软

实力更为看重，高校加强艺术教育工作，促进学生在审美经验中快

速建立人文价值，提升审美素养，更加富有创造力，这样的职业型

人才更具社会竞争力。

3 强化艺术教育，促进文化育人的有效途径

3.1 在艺术教育中渗透人文教育理念

艺术教育本身带有人文教育的色彩和功能，教学不应该只停留

在理论知识和技能层面，更应该发挥艺术教育的特征和优势，强化

渗透人文教育，提升教育成果。具体可以从多角度入手，比如，以

艺术作品的创作者为代表，学习其身上优异的品质。贝多芬在双耳

失聪的状态下仍然坚持练习钢琴，最终创作出不朽的乐章，艺术教

育在教学生们学习乐曲，弹奏乐曲以及鉴赏乐曲的过程中，也应该

让他们学习创作者身上的伟大品质，为艺术献身的精神以及对积极

兴趣爱好的狂热，用这种精神来感染他们。其次，可以借助艺术作

品本身传达的主题和思想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如乐曲《二泉映月》，

曲调婉转哀怨，表现出了作者饱经辛酸的一生，也流露出了对坎坷

人生的愤懑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代表了与命运抗争的一种精神。

学生通过欣赏乐曲，受到积极的熏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积极的

人生态度，将学习及就业的压力消解 [4]。除此之外，还可以借助艺

术作品本身让学生受到传统文化艺术的熏陶，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

同感，成为文化的传承者。我国传统文化及艺术形式众多，流传至

今的剪纸、戏曲、国画、民歌均是宝贵的艺术财富，这些都可以作

为艺术教育的材料，让学生感受我国民族文化的魅力，树立起传承

文化的意识，承担起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发展的责任。

通过上述方式强化艺术教育，一定能够提升高职教育成果，培

育出身心健康，素质优良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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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拓展文化教育的载体

要想利用艺术教育达到文化育人的目标，仅仅依靠课堂上的有

限时间及材料是不现实的，必须为学生营造出浓郁的艺术学习氛围，

拓展教育载体，拓宽教育渠道，这样才能一点一滴、潜移默化的起

到渗透性教育作用。公共选修课，是高校自主开设的课程，学生可

以根据自身兴趣自由选择。公共艺术类课程对于学生的个人发展具

有深远的影响。大学生青年群体充满活力，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

于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形式都十分感兴趣，对于艺术的热情和

追求在这一时期充分展现，高职院校的艺术类课程可以为热爱艺术

的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平台。其次，可以利用互联网来传播艺

术教育素材。大学生整日与网络相伴，甚至对网络产生了依赖性，

借助这一渠道对学生进行文化教育是切实可行的，能够打破课堂中

教学在时间和材料上的局限性。教师可以利用学校的官网、微信公

众号、微博公众号等，时刻向学生传递文化信息，使他们在课下也

能受到积极的文化熏陶，通过这种形式也能够抵消网络中不良信息

对学生思想造成的冲击。另外，还可以利用校园内环境，为学生营

造出浓郁的文化范围，增强他们的文化意识及文化品质。比如，在

校旗、校徽的设计上充分体现出校园文化和办学宗旨，组织学生一

起创作本校校歌，在歌曲中突出办学理念。在学校的宣传栏、海报

中多向学生传递艺术和文化信息。打造校园内的标志性景观，设置

专门的校史文化馆，让学生在浓郁的校园艺术及文化氛围中受到深

刻的教育，自觉形成尊重文化、保护文化、鉴赏艺术的意识，如此

对营造良好的校园风气也是极为有利的 [5]。

3.3 组建艺术团体

高职院校中，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组建团体，这其中就

包括艺术兴趣团体，这些团体也成为了在学生中间传播艺术文化的

主力军。负责开展艺术教育的教师应该成为团体的领头人，一方面

鼓励学生积极加入社团，另一方面还可以带头创建多个社团，包括

声乐、舞蹈、器乐、主持、表演等类型，在校园内大力弘扬民族艺术。

高校学习任务并不繁重，学生的课下空余时间相对较多，有更多的

时间参与社团活动，更能有效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

当然，为了进一步发挥社团的影响力，还应该定期组织社团活动，

通过在校内外演出，吸引和感染更多学生加入社团，学习艺术文化。

当代大学生受到国际文化的影响较多，往往存在盲目崇拜和跟风的

心理，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却知之甚少，而部分民族艺术在艺术

课程中的体现也明显不足，必须加大课下教育的力度，借助社团活

动弘扬民族艺术。比如，在组建相应社团的同时，举办剪纸展览、

戏曲大赛，还可以邀请行业内的艺术者来校表演，大力弘扬当地文化，

展示民族艺术风情。无论是活动的参与者还是鉴赏者，相信都能够

感受到民族艺术的独特魅力，并树立起民族自豪感、归属感和认同感，

达到人文教育、思想教育的目标。

结语

随着职业教育标准的提升，艺术教育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并成为高校教育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模块。现如今，教育部门已经

充分认识到艺术教育对学生思想、人格、品质等综合素质发展起到

的重要作用，并大力提倡文化育人，高校教师必须积极响应这一号召，

强化课程建设，拓展教育载体和渠道，全方位育人，培养出知识、能力、

素质综合发展的优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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