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3 卷第 4 期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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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时代发展刻不容缓，只有不断创新和发展才不会被时代淘汰，教育方面的转型更是目前发展的首要，更是新时

代高校教育的亟需。“互联网+”在美术的运用，无疑推动了现代美术教育的高速转型。美术教育的转型需要教师团队综合能

力的提高和美术人才培养方式的变化，而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为美术教育转型提高了有利条件和机会。此外，互联网大

数据与传统教学方式相结合，取其精华，共同发展，通过优化专业课程，促进改善教学内容，增强“互联网+”的美术人才培

养方式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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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的发展对于美术行业来说一种沉重的打击，纯粹

的传统美术行业时代已时过境迁。同时“互联网+”带来了

一次好的发展机遇和变革，对于世界对美学的认识将会是巨

大的，拓宽学生的新时代视野，使学生能够从容面对国家要

求和政策变化对美术职业的影响，从而培养出适应社会的新

型美术人才。

一、互联网时代美术教育现状

（一）时代对美术行业的冲击

美术教育的历史已经由来已久，在大多数人们眼中，美

术的表现形式就是雕塑、绘画。这些表现基础就是记录作品

的最佳方式，美术和画笔就像鱼与水缺一不可的关系。在西

方美术史也将模仿客观对象的古典写实主义技巧作为表现

主导，这种笔法的表现方式保持到 19世纪，可世事难料，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表现形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要想更

好地发展就要创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文化艺术

观念的更新。照相机是社会工业化的产物，它的产生和使用

对传统的美术作品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其惟妙惟肖的纪实功

能远远超过了绘画的能力，例如写实优秀作品《父亲》也不

幸被人说：“这也不过就是一张比较好的写实照片而已，不

得不说摄影作为 19世纪的产物呈现出来很大优势。”它以

丰富的造型成为人民心中为之倾心地选择美，重塑新时代美

的内涵，颠覆了传统的美术行业的地位。

（二）时代给美术行业带来的机会

现在，面对互联网的发展，对于美术行业来说既是一种

沉重的打击也是一次机遇，传统的美术行业时代已经慢慢过

去，随着时代的发展美术行业正在发生重心转变，由传统的

手工美术转向计算机设计[1]。在这飞速发展的时代，各大企

业也在不断转型升级，这对于许多美术设计职业的要求更

高，但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也为大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互联网大数据与传统教学方式相结合，取其精华，激发学生

对信息化的兴趣。美术设计行业人员也可以利用互联网大数

据来提升自己的能力。目前美术设计的重心也向更高层次的

优秀设计和多媒体方向发展，美术设计这个职业也会跟随着

企业转型而升级，这些相关的从业人员将会获得更高的收益

和职业素养，就目前而言使美术设计行业尽快转型的方式就

是从教育方式入手，通过对当代大学生的专业教育，提高在

校大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能力，让大学生尽早接受新鲜事物、

培养能力，对”互联网+“背景下工作要求适应性高，更能

使美术行业转型。

二、互联网时代下对大学生的要求

（一）提高专业水平，培养具有艺术个性的大学生

“互联网+”为美术教育指明了新的发展路径，为教育

的改革带来了许多不同的转型方向，传统的美术教学方式已

经不再适应新时代对美术从业人员的要求，许多即将就业的

大学生，在就业方面遇到一些困扰，没有实际性的工作经验，

学生日常所学到的专业知识不能运用到实际中。因此新时代

的美术教育应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方向，将互联网引入课

堂，突破线下教学的限制，利用网络的优势[2]，增加与学生

的互动，帮助学生补全知识漏洞，及时解决不能理解的问题。

教师也可以在网络上分享一些教学资源，方便学生学到更多

专业知识。

（二）紧跟时代发展，培养与时俱进的大学生

美术职业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职业，社会

发展，美术法规，美术体制的变化都会对美术行业发展产生

重大的影响。因此，面对美术从业人员的新要求，教师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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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放宽眼界，了解美术职业变革的前沿，要清楚国家层面对

美术的要求，知晓目前企业对美术职业要求，能够把这些知

识合理运用到课堂上并且使学生吸收。大部分美术从业人员

都是在教材上学过知识而没有实际运用，这就使大部分美术

从业人员产生了断层，具有出色专业能力的美术从业人员只

占少部分，这些人可借助互联网时代更上一层楼，而基层人

员就只能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所以教师不能执着于书本知

识，要打破固有的思维，多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带领

学生不断创新[3]。这既能培养学生的视野，也使学生能够从

容面对国家要求和政策变化对美术职业的影响，从而培养出

适应社会的美术人才。

三、“互联网+”的美术人才培养方式

（一）优化专业课程，促进改善教学内容

当前美术转型从传统向现代设计转变，相应的课程也需

要发生改变，如提高大学生的专业设计课程的比例，增加 PS，

以及 AI 课程，有利于帮助学生提前适应新形势下转型的美术

工作方式。加强实训课的比例，培养学生对美术相应软件的

使用，且课后积极培养学生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让学生在

遇到各种困难时也能从容面对。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深知学

习专业知识技能的重要性，使学生对专业产生兴趣，对专业

知识积极关注，养成良好的主观能动性习惯，这也是不可或

缺的。美术人员的综合素质是多样的，作为一名专业的美术

人员，学生们理应在校期间学会各种专业知识，因此学生在

校期间应当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应全方位发展，不能过于

重视某一方面的发展。

（二）培养美术专业能力，加快适应社会时间

每一个职业都有相应的从业道德，而美术的从业道德尤

为重要，学校应开设美术职业道德课程，培养学生坚守美术

职业的底线，提高创新精神，适应国家政策的各种变化，符

合社会对美术从业人员的要求。

现在应跟随新时代、新模式，实现校内“互联网+教育”

的新模式。学校之前的教育方式是以老师做课件，阅读教材

知识，而学生却出现学不到什么知识的现象，这种情况是很

不利于学生发展的。在“互联网+”的时代要求下，应用类

大学出来的大学生也难达到企业的要求，即学生在刚出社会

是还需要花时间适应企业的运营方式和对美术的具体要求、

应用。因为这些原因的不熟悉，会出现学生的实习时间延长

和不能短时适应工作节奏的情况，相信这些是大家都不愿意

看到的。因此学校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

的技术帮助学生了解未来在工作岗位上需要做的工作和一

些注意事项，做到提前适应。学校也应该多组织学生在毕业

之前走进企业参与实习，且开设专门的实训课，在课程中模

拟工作场景便于学生适应，帮助学生快速适应社会。

四、结语

“互联网+”在美术的运用，无疑推动了现代美术教育

的高速转型，当互联网大数据与传统教学方式相结合，取其

精华，共同发展，对于世界对美学的认识将会是巨大的，通

过互联网将各界媒介所结合的作品与教学方式也将会是一

种颠覆性的变化。“互联网+”的发展也在适应着当今时代

的潮流，也必将在遥远的未来成为人类教育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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