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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educ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aesthetic perception,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ollege	art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modernity	of	course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the	deficiency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he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reativ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and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solve the problem, a series of innovative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as well a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esthetic	perception	of	students	in	fine	arts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ir	mor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so as to cultivate a more comprehensive, in-depth and practical aes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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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探讨了美术教育与学生审美观形成的紧密关联，分析了大学美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的现代
性、跨学科整合的不足、审美观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学生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以及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针对
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策略，包括教学内容的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创新，以及跨学科融合与实践应用，以提高美术
教育对学生审美观的提升，促进他们更全面的发展，从而培养更为全面、深入和实际的审美观。

关键词

美术教育；学生审美观；大学美术；创新策略

【作者简介】王文娟（1987-），女，中国河北石家庄人，

硕士，讲师，从事美术学及艺术设计研究。

【通讯作者】郭飞（1985-），男，中国河北宁晋人， 

本科，副教授，从事数字媒体研究。

1 引言

美术教育不仅仅是传授技巧和知识的过程，它也扮演

着培养学生审美观和创造力的关键角色。在大学美术教育

中，必须认识到，塑造学生审美观的任务不仅仅是为了他们

成为杰出的艺术家，更是为了培养他们成为有深刻的审美理

解和批判性思维的公民，具备更广泛的社会价值观。

2 美术教育与学生审美观形成的关联性

美术教育与学生审美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这

一关联性贯穿于教育过程的始终，对学生的个人发展和文化

认知产生深远的影响。审美观可以理解为个体对美的感知、

理解和评价，而美术教育则为学生提供了培养这种感知和评

价能力的机会与平台。

2.1 美术教育启发感知与表达能力
美术教育扮演着培养学生感知与表达能力的关键角色。

通过参与绘画、雕塑、摄影等媒介的创作，学生得以自由地

表达自己的观点、情感和内心世界。这个创作过程不仅仅是

技巧的展现，更是一种深度的感知与表达体验。通过塑造形

状、选择色彩、构建结构，学生逐渐培养了对事物的敏感性

和观察力。他们学会了细致入微地观察周围环境，捕捉细节，

领悟事物的内在本质 [1]。这种感知能力不仅仅局限于艺术领

域，它逐渐渗透到学生的生活中，使他们更加敏锐地感知到

周围的美，从一朵花的绽放到城市的建筑风格，都成为他们

关注和欣赏的对象。通过这种感知的提升，学生逐渐形成了

对美的深刻理解，不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能够探究事物背

后的情感和意义，这为他们的审美观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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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美术教育培养审美判断力
美术教育不仅仅是关于创作，它还涉及到评价和批判

艺术作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学习分析绘画技巧、

艺术风格、表现主题等方面的知识，这有助于他们形成更为

扎实的审美判断力。他们不再仅仅停留在主观的情感体验，

而是能够以更为客观的视角来评价艺术作品。这种判断力不

仅仅局限于艺术领域，它也逐渐渗透到学生的生活中。他们

开始更加敏感地辨别事物之间的优劣，能够更明智地做出选

择。在日常生活中，这一判断力有助于他们辨别真伪、美丑，

甚至在面临决策时，也能够更加理性和明智地权衡各种因

素。因此，美术教育培养了学生的审美判断力，这对他们的

综合素质和生活有着积极的影响。

2.3 美术教育促进审美情感的培养
美术教育不仅仅是一门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情感的

沉淀。通过参与美术创作和欣赏，学生能够体验到独特的审

美愉悦感。他们欣赏不同艺术家的作品，理解作品背后的情

感和思想，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审美情感。在艺术作品中，

学生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世界的独特视角和情感表达，这种情

感共鸣使他们更加敏感和有同情心。这种情感不仅仅局限于

艺术，它也逐渐渗透到其他领域。学生开始更加关心他人的

情感和需求，更能理解他人的处境，这有助于他们在社会交

往中更具人际关系的优势 [2]。因此，美术教育培养了学生的

审美情感，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对社会互动和情

感智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2.4 美术教育拓宽视野和文化理解
通过学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学生可以拓宽自己

的视野，了解不同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价值观。这有助于他们

更好地理解多元文化社会，并培养跨文化的审美观。这种跨

文化理解也有助于促进文化交流和和谐共处。

3 大学美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3.1 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的现代
大学美术教育在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方面存在问题。

一方面，一些课程内容相对陈旧，更加注重传统技巧和经典

作品，未能充分反映当代艺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导致学

生可能无法跟上当代艺术发展的步伐，限制了他们的创造力

和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另一方面，教学方式往往依赖传统的

讲授和演示模式，未能创新教育方法，可能导致学生缺乏实

践经验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难以应对当代艺术的挑战。因此，

大学美术教育需要重新审视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以更好地

满足学生的需求和应对当代艺术的发展。

3.2 跨学科整合的缺乏
大学美术教育往往缺乏跨学科整合，导致学生的艺术

教育与其他学科之间缺乏联系。这种分隔式教育可能限制了

学生的思维和创造力，使他们难以将艺术与其他领域相结

合。艺术本身与文学、哲学、科学等领域有着紧密的关系，

但在大学美术教育中，学生往往无法体验到这种关联性。这

种缺乏跨学科整合的问题可能限制了学生的创新和批判性

思维，阻碍了他们更全面的教育和职业发展。

3.3 审美观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审美观是个体对美的认知和理解，因人而异。然而，

在大学美术教育中，可能存在对特定审美观的过度强调，缺

乏对多样性和包容性的重视。这可能导致学生感到被迫接受

某种特定的审美标准，而忽略了其他观点和文化背景。学生

应该被鼓励尊重和欣赏不同的审美观，而不是被限制在特定

的框架中。

3.4 学生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大学美术教育应该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批判性

思维，但存在问题。有些课程可能过于侧重技术细节，而忽

略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意表达。学生应该被鼓励提出

挑战性的问题，思考不同的观点，勇于尝试新的艺术形式和

理念。

3.5 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
大学美术教育中存在着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问题。

一些学校拥有更丰富的教育资源、先进的设施和更多的师资

力量，而一些学校则受限于有限的资源 [3]。这导致了学生在

接受教育时存在差异，有些学生可能无法获得同等的机会。

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问题可能影响学生的教育质量，限制

了他们的艺术发展和未来职业的机会。

4 美术教育提升学生审美观的创新策略 

美术教育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培养学生审美观的关键

领域之一。审美观是对美的理解、欣赏和评价能力，它不仅

在艺术领域有着重要作用，也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

面面。

4.1 教学内容的创新
为提升学生的审美观，教育内容的创新至关重要。传

统的美术教育往往限制在经典作品和传统技巧的范围内，而

现代艺术领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需要更加多元和开放的教

育内容。为此，可以引入当代艺术作品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当代艺术家的创作、新媒介的应用以及对社会、文化和政治

议题的反映。这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适应当代艺术的多样性，

培养他们的审美观，使之具备应对时代变化的敏感性。此外，

也可以通过引入不同文化和背景的艺术传统，帮助学生理解

不同文化的审美观和艺术价值观，从而拓宽他们的审美视

野，培养跨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内容还可以强调实验性

学习，鼓励学生在创作中进行实验，尝试新的媒介、材料和

技巧，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审美探索精神。最后，提供开放性

的讨论和反思空间，让学生探讨艺术的定义、艺术家的意图、

观众的反应等话题，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深入理

解艺术的多重层次。

4.2 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除了教学内容的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也至关重要。

传统的教学方式可能会限制学生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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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美术教育需要采用创新的教学方法，例如问题导向的教

学、实践性教学、团队合作等，以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

主动学习。同时，利用现代技术和在线教育平台，可以提供

更多互动性和多媒体教育资源，使学生能够更灵活的学习和

实践 [4]。教学方法的创新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参与学习过程，

培养他们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从而提升他们的审美观。

例如，美术教师可以利用 VR 技术创建虚拟艺术画廊，

学生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自由探索艺术品，仿佛身临其境。在

这个虚拟画廊中，学生可以自由漫游，欣赏各种艺术作品，

无论是绘画、雕塑还是摄影作品。他们可以近距离观察作品

的细节，如色彩、纹理、线条等，这些在传统课堂中很难

实现的体验。通过 VR 技术，学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艺术家

的意图和创作过程，感受到艺术作品所传达的情感和思想。

同时，虚拟现实还为学生提供了参观世界各地艺术博物馆和

画廊的机会，无需实际前往。学生可以通过虚拟现实设备，

访问全球著名的艺术场馆，接触到不同文化和时期的艺术作

品。他们可以欣赏到古典艺术、现代艺术以及各种流派和风

格的作品。这种跨文化的体验有助于学生拓宽他们的审美视

野，理解不同艺术传统和价值观。此外，虚拟现实还可以用

于学生的创造性艺术实践。学生可以使用 VR 技术来进行绘

画、雕塑等创作，无需担心材料和空间的限制。他们可以在

虚拟环境中随意尝试不同的艺术媒介和技巧，从而培养创造

性思维和艺术技能。这种实践性教学方法激发了学生的创造

力，让他们有机会表达自己独特的艺术想法。

4.3 跨学科融合与实践应用
跨学科融合和实践应用是提升学生审美观的关键策略。

艺术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丰富的关联性，因此，美术教育

应该鼓励学生跨学科学习和合作。通过将艺术与科学、文学、

哲学等领域结合起来，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启发和创新机

会，培养更丰富的审美观。同时，实践应用也至关重要。学

生应该有机会参与实际艺术项目和社区活动，将他们所学应

用到现实生活中。这种实践经验有助于巩固他们的知识和技

能，同时提供了更深入的艺术体验，有助于塑造他们更为丰

富和深刻的审美观。因此，跨学科融合和实践应用是提升学

生审美观的关键策略，可以培养更全面的艺术家和思想家。

例如，学生参与城市美化项目可以显著提升他们的审

美观。在这个项目中，学生与城市规划师、景观设计师等专

业人士合作，致力于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在这个城市美化项目中，学生需要进行深入思考，以确保他

们的艺术作品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从而提升城市的美感和

吸引力，为市民创造愉悦的生活环境。首先，他们需要考虑

审美因素，如颜色、形状、比例等。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选择

适合城市环境的色彩和形状，以确保艺术作品与周围建筑物

和景观相互呼应，而不会引起视觉冲突。通过深入研究这些

审美因素，学生可以有效地传达出城市美化项目的审美目

标。其次，学生需要思考如何通过艺术手法来增强城市的美

感和吸引力。这可能包括选择合适的艺术风格、材料和技巧，

以最大程度地突出项目的艺术价值 [5]。例如，他们可以使用

壁画、雕塑、装置艺术等形式来改善城市空间，增加艺术元

素的存在感，使市民和游客能够更好地欣赏城市的魅力。通

过深入思考艺术手法的选择，学生可以有效地实现城市美化

的艺术愿景。

通过参与这个项目，学生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审美观，

还可以体验到艺术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他们将亲身感受到艺

术如何影响城市的氛围、社区凝聚力以及市民的情感体验。

这种实践应用有助于学生将抽象的审美概念转化为实际的

艺术作品，从而培养更为全面、深入和实际的审美观。

5 结语

美术教育不仅是培养艺术家和设计师的途径，更是培

养有审美情感和批判性思维的公民的关键环节。通过不断创

新和改进教育方法，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富有深度和多样性的

审美观，让他们更好地欣赏和理解世界上各种形式的艺术。

正如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美术教育也应该成为教育的一部

分，为学生打开审美的大门，让他们在美的世界中获得无尽

的启发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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