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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re are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mass art educat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ss art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innovation, identifies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es innovative strategie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brings benefits such as resource sharing and enhanced 
interaction to mass art education, but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uneve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nsufficient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By optimizing digital education platforms, innovating teaching models, and other methods, art education for the masses 
can be better developed in the digital age and improve their artistic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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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下的群众美术教育创新策略
罗永鸿

融水苗族自治县文化馆，中国·广西 柳州 545300

摘 要

数字技术发展很快，群众美术教育有了新机遇，也遇到新挑战。本文研究数字时代群众美术教育的特点，分析创新的必
要，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创新策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给群众美术教育带来资源共享、互动增强等好处，但也有资源
分配不均、技术应用不深入等问题。通过优化数字教育平台、创新教学模式等方法，能让群众美术教育在数字时代更好发
展，提高群众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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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在数字技术发展很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改变了人们生活和学习方式。群众美术教育是提升大

众审美、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也受到数字时代影响。

传统群众美术教育模式在教学资源、方法、时间和空间等方

面有局限，不能满足数字时代群众多样的学习需求。在这种

情况下，探索数字时代群众美术教育创新策略很有现实意

义。这能推动群众美术教育现代化转变，发挥美术教育在文

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提高全民艺术素养。

2 数字时代下群众美术教育的特点

2.1 教育资源的开放性与共享性
数字技术打破地域和时间限制，让群众美术教育资源

变得开放、能共享。大量美术作品、教学视频、学术资料通

过网络平台向大众开放，群众随时能获取经典艺术作品赏

析、专业绘画技法讲解等内容。比如，很多艺术博物馆、美

术馆推出线上展览，群众不用出门就能欣赏世界艺术珍品，

拓宽艺术视野。网络课程平台上有各种美术教育课程，满足

不同群众学习需求。

2.2 教学方式的多样化与个性化
数字时代让群众美术教育教学方式变多。除传统课堂

教学，还有线上直播授课、录播课程、虚拟现实（VR）教

学、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等新模式。线上直播授课师生能实时

互动，及时解答问题；录播课程方便群众按自己时间和进度

学习。VR 教学能营造沉浸学习环境，让人感觉在艺术创作

现场。人工智能能根据学习情况，推荐适合的学习内容和路

径，让教学更符合个人需求，提高学习效果。

2.3 学习时空的灵活性与便捷性
数字技术让群众美术学习不受固定时间和地点限制。

群众用手机、电脑等设备，利用碎片时间就能学习。不管在

公交上、午休时，还是在家，只要有网络就能学美术。这种

学习方式降低学习门槛，更多人能参与美术教育。线上教学

平台还能保存和回溯学习进度，方便群众巩固知识，弥补 

不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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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互动交流的即时性与广泛性
数字时代社交网络和在线学习平台，为群众美术教育

提供即时、广泛的交流渠道。群众学习时能随时和教师、其

他学习者交流，分享作品和学习心得，获得反馈建议。线上

社区、论坛、社交媒体群组等平台，聚集很多美术爱好者，

形成大的学习交流网络。这种交流能激发学习兴趣，促进不

同思想和创作风格碰撞，提升群众美术创作水平。

2.5 创作工具与手法的数字化
数 字 技 术 给 群 众 美 术 创 作 带 来 新 工 具 和 手 法。

Photoshop、Procreate 等绘画软件，不仅有丰富的画笔、色

彩和特效，还能实现传统绘画难以企及的效果。例如，利用

图层功能，创作者可以自由叠加、调整画面元素，随时修改

不满意的部分，大大提升创作效率；水彩、油画等传统笔触

的模拟功能，让创作者在屏幕上也能感受手绘质感。此外，

3D 建模、动画制作等技术融入美术创作，开辟了全新领域。

创作者通过 3D 建模软件构建立体场景，结合动画技术赋予

作品动态生命力，突破二维平面的限制，极大激发了想象力

和创造力，让艺术创作拥有更多可能性。

3 数字时代下群众美术教育创新的必要性

3.1 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数字时代，短视频、在线课程这些新信息载体改变大

众学习习惯。统计显示，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超过 4 亿，大家

喜欢用零碎时间、能互动的方式学知识。群众对美术学习要

求变了，既想要随时学、随地学，也希望课程能按自己兴趣

推荐。传统线下上课、用固定教材的教学模式，不能满足随

时学习的需求，也很难提供个性化学习体验。像上班族没时

间上固定时间的课，老年人需要适合他们的教学内容。只有

把数字技术用在群众美术教育里，开发线上互动课程、智能

学习系统这些新教学方式，才能跟上时代，让不同年龄、职

业的人愿意学美术，让群众美术教育保持活力。

3.2 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居民收入提高，大家在精神文化上花的钱更多，美术

教育市场每年增长超过 15%。现在的人不只想学临摹传统

画作这些基础内容，还想接触数字艺术、装置艺术这些新形

式，甚至参与跨学科艺术创作。很多美术爱好者想学习把 

AI 绘画和传统水墨画结合，或者用 VR 技术创作。数字时

代群众美术教育创新，可以整合全球艺术资源，开设 NFT 

艺术创作、动态插画设计这些新课程，引入国际艺术大师创

作案例，让大家不出门就能体验多样艺术文化。这些多样学

习内容和数字化互动体验，能满足大家对高品质精神文化生

活的追求，还能通过艺术实践提高审美，丰富精神世界 [2]。

3.3 推动美术教育公平发展
传统教育里，城市和乡村美术教育资源差别很大。一

线城市学校平均每所配 3 名专业美术教师，有些农村学校美

术课开课率不到 40%。用数字技术可以改变这种情况。建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这些在线资源库，偏远地区学生能

看中央美院教授的绘画课，还能参加直播学习，和城市学生

一起上课。比如 “双师课堂”，乡村学生在本地老师帮助

下，通过视频连线听一线城市名师讲课。而且数字资源能反

复看，基础差的学生可以多学几遍，这能缩小城乡教育差

距，让好的美术教育资源人人都能用上，推动美术教育公平

发展。

3.4 促进美术文化传承与创新
数字技术给传统美术文化保护和创新提供新方法。故

宫博物院用 4K 超高清扫描技术，把《千里江山图》等古画

变成数字文件保存，既保留画作细节，又能通过数字展览让

观众看清笔触。敦煌研究院用三维建模技术，把莫高窟壁画

复制到虚拟空间，让古老艺术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艺术创作

上，数字工具让传统艺术有新活力。年轻艺术家用数字绘画

软件，把敦煌飞天形象和现代动漫风格结合，创作出受欢迎

的国潮作品。剪纸艺人用 3D 建模技术，把平面剪纸变成立

体动态画面，让传统技艺有新生命。这些做法既传承传统美

术文化，也推动美术文化在数字时代创新。

3.5 培养创新型艺术人才
数字时代，新兴产业与跨界融合不断涌现，影视特效、

游戏设计、元宇宙艺术等领域蓬勃发展，社会对具备创新思

维和实践能力的艺术人才需求愈发迫切。群众美术教育创新

通过革新教学模式，引入项目式学习、创意工坊等新方法，

鼓励群众在实践中探索艺术创作。同时，结合数字绘画软件、

3D 建模工具等创作设备，让群众能够突破传统画布和材料

的限制，自由表达创意。例如，在虚拟现实技术支持下，群

众可置身于虚拟空间进行立体艺术创作，打破二维平面的思

维定式；利用人工智能辅助设计工具，能快速生成创意草图，

激发创作灵感。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教育方式，不仅能激发群

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有助于培养其主动探索、解决问题

的创新意识，为社会持续输送适应数字时代发展需求的创新

型艺术人才。

4 数字时代下群众美术教育现存问题

4.1 数字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
数字技术带来丰富教育资源，但实际应用中，资源分

配不均衡。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能更好利用数字技术开展群

众美术教育，有更多优质线上课程、先进教学设备和专业师

资。偏远地区和农村因网络基础设施差、经济条件有限，群

众难获取丰富数字美术教育资源，地区教育差距变大，不利

于教育公平。

4.2 教师数字教学能力不足
数字时代对群众美术教师教学能力有新要求，教师不

仅要有美术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还要会用数字技术。但现

在很多教师缺乏数字技术培训和实践经验，教学中不能充分

发挥数字技术优势。部分教师不熟悉线上教学平台操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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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利用数字教学资源，影响教学效果和质量 [3]。

4.3 教学模式与数字技术融合不深入
数字技术在群众美术教育中有应用，但教学模式和数

字技术融合不深。一些线上课程只是把传统课堂内容搬到网

上，没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特点和优势。比如直播授课中，师

生互动单一，没发挥数字技术互动优势；课程设计没结合数

字技术创新，教学内容和方式没吸引力，难激发学习兴趣。

4.4 群众自主学习能力有待提高
数字时代群众美术教育强调自主学习，但很多群众自

主学习能力不够。面对丰富数字学习资源，部分群众没学习

计划和目标，不会选学习内容，盲目学习。自主学习需要自

律和学习动力，一些群众学习不坚持，遇困难就放弃，学习

效果不好。部分群众不熟悉数字技术操作，也影响自主学习

效率和质量。

4.5 数字创作工具使用门槛较高
数字时代带来的新美术创作工具，使用难度不小。数

字绘画软件功能繁多，光是各种功能选项和按钮就让人眼花

缭乱，即使是设计得较为简单的软件，高级功能也让新手无

从下手。3D 建模软件更复杂，从搭建模型形状到添加细节，

一整套流程像做复杂工程。操作时，群众要记步骤、学快捷

方式，还要理解陌生概念，学习负担重。对年龄大或不熟悉

数字技术的人来说，这些问题更严重，他们可能连软件安装、

界面操作都不会，根本没法创作。这导致他们对数字创作失

去兴趣，阻碍了数字技术在美术创作中的普及和自身艺术潜

力的发挥。

5 数字时代下群众美术教育创新策略

5.1 优化数字教育资源配置
政府和教育部门要加大对偏远地区和农村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提高网络覆盖和速度，保障群众获取数字美术

教育资源。建立统一数字美术教育资源平台，整合优质教学

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和均衡分配。鼓励高校、艺术机构和专

业教师开发多样数字美术教育课程，根据不同地区和层次群

众需求，提供合适学习内容。建立资源捐赠和共享机制，引

导社会力量参与资源建设，缩小地区教育差距 [4]。

5.2 加强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培训
加强群众美术教师数字教学能力培训是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教育部门和学校定期组织教师参加数字技术培训课

程，内容包括线上教学平台使用、数字教学资源开发利用、

虚拟现实教学技术等。通过培训提高教师数字技术应用和教

学创新能力，让教师能熟练用数字技术教学。鼓励教师交流

经验，建立交流平台，促进教师共同进步。

5.3 深化教学模式与数字技术融合
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模式，深化和数字技术融合。课程

设计充分考虑数字技术特点和优势，开发有创意和趣味的教

学内容。比如用虚拟现实技术创建虚拟艺术工作室，让群众

在虚拟环境创作交流；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个性化教学，根

据学习情况推荐内容和任务。教学方法采用混合式教学，结

合线上线下教学，发挥两者优势，提高教学效果。加强师生、

学生间互动交流，用数字技术实现实时互动和协作学习。

5.4 培养群众自主学习能力
数字时代群众美术教育要注重培养群众自主学习能力。

教师教学中引导群众制定合理学习计划和目标，掌握科学学

习方法。通过线上学习平台提供学习指导和资源推荐，引导

群众自主选学习内容。建立学习激励机制，奖励自主学习表

现好的群众，激发学习动力和积极性。组织线上学习小组，

促进群众交流合作，营造自主学习氛围。

5.5 完善教育评价体系
建立科学合理的教育评价体系是推动群众美术教育创

新发展的保障。评价标准综合考虑作品形式、创意、思想内

涵和学习过程，制定全面客观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发挥多

元评价方式优势，结合教师评价、学生自评互评、线上投票、

数据分析等方式，提高评价客观性和公正性。加强教育评价

和教学过程结合，及时反馈评价结果，为教学提供指导和改

进建议，提升群众美术教育质量 [5]。

6 结语

数字时代为群众美术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创

新是推动群众美术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深入分析数字

时代下群众美术教育的特点、创新的必要性、现存问题，并

针对性地提出创新策略，能够有效解决当前群众美术教育中

存在的问题，提升群众美术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在未来的发

展中，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进一步深化数字技术与群众

美术教育的融合，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

群众美术教育在数字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提升全民艺术

素养、繁荣文化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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