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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艺术教育选修课教学初探
———以西北师大美术教育选修课为例

○沈 琰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 艺术选修课是提高广大学生艺术素质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是培养面向21世纪优秀大学生的一个

不可忽视的方面。 本文在对西北师范大学美术教育选修课的开课情况、师资情况、学生选课与受教育情况的调查

与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教师应选用什么教学内容、采取什么教学手段才能带动起学生学习美术的热情，使学生

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了解更多的艺术，达到艺术教育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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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人类经济、社会、精神文化的急速发展

对大学毕业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培养复合型

人才成为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又迫切的任务。2006
年教育部颁布与实施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

术课程指导方案》（下简称《课程方案》）为普通高等

学校艺术教育选修课指明了方向。艺术教育选修课

的开设，极大的丰富了人文教育，在帮助发展大学

生的个性、完善大学生的人格，以及情感、意志、理

想、 审美价值取向等各方面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

响。 艺术教育选修课作为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迎

合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

求，为祖国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强有力

的保障。
一、西北师范大学公共美术教育选修课

的现状及分析
1、西北师范大学公共美术类开设课程与《课

程方案》对比情况

2、西北师范大学公共美术选修课师资情况

3、近三年选修公共美术课学生比例

4、选课学生受美术教育情况

从表1表2中可以看出，西北师范大学公共美术

教育选修课的课程设置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

一、所开设的课程门数有限,其中四门课程中只有

两门与教育部颁布的《课程表方案》相同，这样课程

既不丰富，又没有特色。 第二、没有一套完整的，能

遵循本科生的生理、心理及审美认知规律，从学生

的兴趣、能力和需要出发，密切联系他们的生活经

教育部美术《课程 方 案》
课程

我 校 美 术 开

设 课 程 情 况
教材情况

艺 术 限

量 性 选

修课

《艺术导论》
《美术鉴赏》
《书法鉴赏》

《美术鉴赏》
《书法鉴赏》

《美术鉴赏》（无）
《书法鉴赏》（有）

任 意 性

选修课

作品赏析 类：如

《 民 间 艺 术 赏

析》等

《外国美术名作欣赏》
《中国美术名作欣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艺 术 史 论 类：如

《 外 国 美 术 简

史》等

艺 术 批 评 类 ： 如

《现 代 艺 术 评 论 》
等

艺 术 实 践 类：如

《DV制作》等

教学基本情况

科目
教师来源 教师专业 教师学历 教师职称

《书法鉴赏》

《美术鉴赏》

《外国美术名作赏》

《中国美术名作赏》

本院教师（兼）

本院教师（兼）

本院教师（兼）

本院教师（兼）

国 画

美术理论

美术理论

美术理论

本 科

本 科

本 科

本 科

博 士

教 授

教 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学校

总人数

选修美术课的人数
希望但未

能选上的

学生人数

选课

人数

比例

人数

年级

05级

06级

07级

08级

4052

3946

3709

308

327

407

219

257

275

527

594

682

还未选

未知

未知

200余人

13.0%

15.1%

18.4%

文科 理科 总人数

4083

受教育阶段 小学 中学 高中

百分比

对美术的了解程度

百分比

约37% 31% 8%

美术理论

约7%

中国画

32%

西洋画

28%

实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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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体现素质教育目标的统一教材，以满足学生对

美术课程的多方面的需要。 第三、没有充分发挥地

方美术资源和民间美术资源。如敦煌美术和丝绸之

路美术，早在上个世纪初已成为全世界为之注目的

国际显学，却在西北师范大学没有开设，成为西北

师范大学乃至于整个西北地区的公共美术教育之

失误。 第四、学校对美术选修课的师资建设还不够

重视，师资投入不足，既没有专门设立公共艺术教

研室，又没有专职的公共课教师，目前都是由本院

学科建设的领军人物兼职授课，因教师授课量过大

疲于讲课，也影响到教学质量的提高。
表3表4所示，近年来渴望发展自己的美术美学

及增强自己的审美鉴赏才能，希望自己能够全面发

展的学生越来越多。 因此，每年都有相当多希望学

习美术知识的学生因为选课人数受限或授课时间

与其他学科相冲突而无法如愿，以致放弃选课。 为

此，学校应该及时了解学生选课情况，以加设美术

选修课来满足更多的学生对美术学习的渴求。已选

学生中大部分在中小学没有接受过美术教育、美术

知识相当薄弱。教师要使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学到

更多的知识，所授内容不能过于专业、技术性不能

太强、理论课内容不能太抽象，应该加强实用性的

基础教学内容。
二、公共美术教育选修课教学的思考与

构建
课堂教学是施教者“教”与受教者“学”的统一。

“艺术教育是以艺术为媒介的施教与受教双方共同

参与运作的活动， 其性质和功能都与艺术有关，确

切地说，都受制于艺术本性。 ”在艺术教育中，美术

教育在培养大学生的审美感受能力、 形象思维能

力，提高大学生的艺术修养、形成健全的人格方面

起着重要作用。因而如何将美术以各种形式多方位

的渗透到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是教师面临的一

个重要课题。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要在大学校

园里上好艺术选修课， 教师要通过什么教学内容、
采取什么教学手段才能带动起学生学习美术的热

情，从而使他们不仅理解艺术而且达到《教育方案》
的要求，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根据学生情况有针对性的选择教学内容，
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对待。

由于长期以来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应试教

育带来的弊端， 使得大学生对美术的理解参差不

齐，美术基础知识相当薄弱，大多数学生几乎是一

片空白。 因此，大学生美术教育选修课的课程内容

不宜过于专业化，应该更强调艺术学科之间以及艺

术与文化类课程之间的关联性和渗透性。教师应该

针对不同学科、专业、设计有针对性的课程，不能一

个教案针对所有学科专业的学生。 对文科类的学

生，在讲解美术作品时，选择与其专业有关联的作

品，在突出讲解作品艺术性的同时，联系历史的、地

域的、文学的、政治的内容，使艺术与他们的专业有

效的联系起来， 不但能够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更

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对理科类的学生，联系作

品讲艺术与科学、经济之间的关系等，启发学生将

艺术与自己的学科联系起来，让学生体验到艺术与

自己始料不及的智慧碰撞的乐趣。
2、带学生外出参观，真正做到立足本土、放眼

世界，激起学生对民族民间工艺美术的自豪感

曾经看过一篇关于原生态民歌的文章， 讲到

“举办全国原生态民歌电视大赛给全体国民一次补

课的机会，让全世界都听到这样的声音。 ”15%美术

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音乐教育

的姊妹艺术亦应如此。大学和大学美术教师有责任

为新一代的大学生补上这“原生态”的一课。西部是

一个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民族民间美术资源丰富

多彩，这为“原生态”美术课的教学开设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柱。教师让学生在外出参观与民族民间工艺

美术的赏析课中接触本土文化，了解当地的人文历

史、风土人情，理解传统文化思想，从中受到民族民

间美术的熏陶和感染。学生可以在欣赏先辈们创造

的珍贵美术文化和领略富有民族特色风格的艺术

中感受到民间艺人的聪明智慧和惊人的艺术才能，
了解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体会劳动人

民的辛勤劳动，启发学生珍惜和保护宝贵的文化遗

产，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培养他们对民族

美术的认同感和对自己民族、先辈们的敬仰之情。
3、组织课堂互动学习，培养大学生的团队合

作精神，并在实践操作中因材施教，发现并培养艺

术天资较高的学生

“艺术教育的目的和功能，在于使受教育者成

为一个内美外秀、人格健全的人。 ”前苏联美学家

尤·鲍列夫也指出 “……艺术则对智慧和心灵产生

综合性的影响，艺术的影响可以触及人的精神的任

何一个角落，艺术造成完整的个性。 ”也就是说，培

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是艺术教育始终追求的目标，
也是每一位施教者应该追求的目标。 柏杨先生语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及其不合作的民族” 现在的大

学生大都又是独生子女，缺乏合作意识。 通过互动

式教学可以使学生体会到合作的乐趣，教师根据学

生各自的特长分工，合作完成任务，使学生们在品

尝到成功的喜悦的同时增强合作意识，让学生的创

造精神在丰富多彩的自主活动中得以充分释放，个

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教师在学生实践的过程中巡回

指导， 发现艺术天资较高的学生并给予特殊的培

养。
4、利用音美结合教学，达到艺术教育陶冶情

操提高情商的目的

良好的情商可以提高大学生适应环境、抑制冲

动、自我激励等方面的能力，艺术教育是陶冶情操

提高情商的有效手段。 （下转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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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7页） 俄国19世纪著名作家托尔斯泰曾

说过：“在我自己的心理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

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词所表达

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情感，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

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 ” “……艺术作品

的魅力，无不是艺术家情感的结晶。”对大学生如何

进行情感教育，我们认为把音乐渗透到美术教学当

中来，既和谐统一、活跃了美术课堂教学气氛，更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致，达到艺术陶冶情操提高大学生

对情绪的自我感知力。音美相互结合，做到“声中有

画、 画中有声”， 不但体现了艺术学科内在的相关

性，更符合学科整体教育观的要求。 利用音美结合

教学的形式提高学生的情操与艺术素质，发展学生

的艺术个性与特长，是艺术课堂教学的有效手段。
5、实行系统授课与专题讲座相结合的教学形

式，正确引导学生审美与鉴赏

《艺术教育学》中讲：“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素质

教育中，审美素质的培养、建构是极为重要的。 ”审

美素质的提高，主要依靠艺术教育，正确引导学生

审美，是教师的首要任务。 俗话说“我们虽不会演

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

道。 ”遵循《课程方案》中提出的各高校可根据教师

的特长和科研成果，开设具有特色的任意性选修课

程或系列专题讲座的要求，再结合学校的教学和其

他各方面的情况，我们认为采用系统授课与专题讲

座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能够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先由一位教师系统地讲授美术欣赏基础知识，然后

分别由对美术某一方面很有建树的教师进行专题

讲座，例如传统美术欣赏讲座、民间美术专题讲座、

西方近现代美术专题讲等。专题讲座的内容是授课

教师的所学专长，相关资料详尽，教学经验丰富，使

学生可以接受到不同的思想、观念，开阔视野。最后

再由基础欣赏课老师总结所学内容，提高学生对美

术创作的认识能力，全面发展学生的审美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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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是教师的教师。 一所好的学校不仅要做学

生成长的摇篮，还要成为教师发展的摇篮，一个好

的校长肯定是让师生都能快乐成长的人。不关注教

师的发展，是校长的失职，那样也办不好学校。山东

潍坊李希贵局长有一本教育随笔，书名就叫“学生

第二”，言下之意就是学校里有比学生更重要的人，
那就是老师。这的确是振聋发聩的声音，仔细分辨，
不无道理。 我们总是直奔主题，直接地认为学生作

为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第一位的，而在实际教育中

却“欲直而不达”，无意中走了弯路，真让人感到可

惜。 “教师第一”这一观点是提醒我们，长期以来我

们在学校管理中不分角色地将服务对象统统确定

为学生是绝对的，有失恰当。 应当说教师是直接服

务于学生的，而校长以及其他管理者则更应当直接

服务于教师，在大家统一以学生为直接服务对象的

情况下，教师的利益和专业成长就被忽视了。所以，
从校长的角度讲“教师第一”是合乎实际的，只有校

长把教师的发展需求和利益需求放在了第一位，教

师才有可能将学生的需求与自己的发展相结合以

后放在第一位。
作为一家之言，我们认为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校

长，就必须经营学校并使其有所发展，满足社会不

同人群对学校的需求，必须面对全校工作做一个好

的领导者， 面对学校中层干部做一个好的管理者，
面对教师做一个好的教育者，具备了这三种角色的

才能就有可能做一个成功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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