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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艺术教

育）本科专业的学科建设在培养目标、运作机制、评价

方式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如何确定人才培养目

标，规范教学模式，保证人才质量，这对美术院校美术

学（艺术教育）本科专业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提出了新的

要求。我们要建立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艺术教育本科专

业课程设置和教学体系，找准定位，明确目标，培养出

为社会实施美育的兼备绘画、音乐和艺术设计能力的综

合型专业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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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re are new trends in cultivating targets,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evaluating methods of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Fine-Arts 

(Art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programs in national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How to set the targets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standardizing the teaching model, 

and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s have made new requirement for Fine-Arts (art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programs and teaching. We will build the curriculum 

setting and teaching system of Art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programs that adapt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rientating correctly, setting clear goals, professional and 

versatile talents can be cultivated to implement art education fo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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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艺术

教育）本科专业的教育呈现多元化模式，以

现有高等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校（包括

美术院校、综合类大学）共同参与，培养和

培训相衔接的美术学（艺术教育）本科专业

的教学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一、美术院校美术学（艺术教育）本科专业

的发展过程

美术院校美术学（艺术教育）本科专业

的发展是建立在美术学（美术教育）本科专

业的基础上的。

自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以来，我国美

术院校美术学（美术教育）本科专业的教学

基本上都是以绘画（油画、国画、版画、水

彩）为主体的专业技法课程设置、以培养

大、中、小学美术教师为目标的教学模式。

以湖北美术学院为例：

（1）1977—1990年，在国家政策的规

定下，美术学（美术教育）本科专业为师范

性质的以绘画（国画、油画、水彩、版画）

专业技法的学习为主体的课程设置与教学，

学生由国家统一分配，以培养大、中、小学

美术教师为目标的教育模式。

（2）1990年至今，随着国家政策的调

整和社会发展，美术院校美术学（美术教

育）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已由师范性质的国

家统一分配面向大、中、小学美术教师方向

改变为面向社会进行美术教育和面向大、

中、小学美术教师方向，自主择业。这期

间，湖北美术学院撤销了美术教育系，在美

术学系设立了美术学（美术教育）本科专

业，教学沿用了早期的以绘画（国画、油

画、水彩、版画）专业技法的学习为主体，

以培养中学美术教师为目标的教育模式。

（3）2010年，学院设立了美术学（艺

术教育）本科专业。教学基本沿用了美术学

（美术教育）本科专业以绘画（国画、油

画、水彩、版画）为主体的课程设置与教

学，所不同的是把其中一半的美术课程时间

转为音乐课程的学习，形成了美术和音乐课

程各占一半的教学模式，力图培养中小学美

术兼音乐教师的多能人才。

2014年7月，湖北美术学院首届美术学

（艺术教育）本科专业学生顺利毕业。

二、美术院校美术学（艺术教育）本科专业

存在的问题

随着美术院校美术学（艺术教育）本

科专业学生的毕业，暴露出美术学（艺术

教育）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存在着

专业定位模糊、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课

程设置片面、教学重技法训练轻方法研究

的问题。

1.专业定位模糊，与社会需求脱节

专业定位模糊。由于受美术学（美术教

育）本科专业“绘画为主”“多能不专”课

程设置的影响，艺术教育本科专业在四年的

课程学习中，开设了国画、油画、水彩、版

画课程，基本涵盖了绘画类主要课程，形成

了绘画专业门门学，却样样不精通的课程设

置，加上音乐课程的学习，造成了艺术教育

本科专业的学生对专业的发展方向模糊，学

习缺乏目标，对未来的毕业就业缺乏信心的

状况。

与社会需求脱节。目前，美术院校美术

学（艺术教育）本科专业的教学把培养中小

学美术兼音乐教师为目标，希望为社会培养

出既能教美术、又能教音乐的多能型教师。

然而，现实是：城镇学校不需要又教音乐又

教美术的“多面”教师，需要只教音乐或只

教美术的专业性强的教师；农村地区的学校

才需要又教音乐又教美术的“多面”教师。

但是，由于农村贫困地区的学校条件差，没

人愿意去（湖北美术学院首届艺术教育本科

专业毕业生近40人，没有一个学生选择到贫

困山区学校任教），形成了艺术教育本科专

业毕业生城镇学校进不去，农村贫困地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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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不愿去的尴尬局面。

2.课程设置片面、教学重技法训练轻方

法研究

课程设置片面。美术院校美术学（艺术

教育）本科专业沿用着美术院校传统的以技

法学习为核心的教学模式，采取以绘画为主

体的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教育心理学、教

育方法论、美术史、民间美术和现代设计学

的课程不仅学习时间短，而且不受重视。同

时，又增加了音乐课程的学习。看似课程设

置丰富，实则课程设置片面、狭窄，使学生

们误以为美术学（艺术教育）本科专业的学

习就是绘画专业的技法学习和音乐欣赏课程

的辅助，造成了学生们盲目与绘画专业相比

较、拼功夫，越比越对未来的专业发展缺乏

信心的状况。   

教学重技法训练轻方法研究。国画、油

画、水彩、版画和音乐欣赏，一门接一门专

业课程的学习，时间短、课程多，教学的侧

重点放在对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上，但又没

有足够的教学时间进行训练，缺乏对学生进

行美术理论的学习、专业技法的研究和美育

素质的培养，没有抓住艺术教育本科专业应

以艺术教育的方法研究、美育素质的培养为

核心，明确艺术教育本科专业与绘画类专业

以技法学习为中心的区别。受“多能不专”

课程设置的影响，造成了艺术教育本科专业

学生专业技法能力在美术院校基本处于末流

状态。

3.毕业就业面临挑战

由于受美术学（美术教育）本科专业

“绘画为主”“多能不专”课程设置的影

响，加上音乐课程的学习，形成了艺术教育

本科专业的学生既缺乏专业的发展方向，专

业能力又相对薄弱的状况，形成了美术学

（艺术教育）本科专业学生的毕业就业十分

艰难的局面：

（1）仅仅3周的艺术设计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根本无法具备独立进行艺术设计的

能力，很难插足于社会需求量很大的设计

市场。  

（2）教师资格证的全面实行，没有

专业的发展方向和“多能一专”的能力，

学生到中小学从事美术教育面临着绘画专

业、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激烈竞争，缺乏

优势。

（3）缺乏系统的美术教育方法论、美

术理论及欣赏的学习和研究，使学生失去了

面向美术馆、博物馆发展的途径。

据统计，近年来美术学（艺术教育）本

科专业的学生毕业面向基本都在各种高考美

术培训班工作，到中小学从事美术教学和社

会从事设计、美术教育工作的基本没有，完

全偏离了美术学院创办美术学（艺术教育）

本科专业的主要方向。

三、美术院校美术学（艺术教育）本科专业

的课程设置和教学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教育部于

2013年9月制定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

艺术课程指导方案》，明确艺术教育是对全

民实施艺术素质教育，通过美育活动提高大

众审美和人文素养，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参照《指导方案》精神，改革美术院校美术

学（艺术教育）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

学，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1.贯彻落实国家艺术教育课程指导方案

精神。我们要创新美术学（艺术教育）本科

专业课程理念，贯彻落实国家艺术教育课程

指导方案精神，改革当前美术院校美术学

（艺术教育）本科专业以绘画为主体辅助音

乐欣赏的专业技法课程设置和以培养中小学

美术教师为目标的教学模式，优化艺术教育

课程结构，把艺术教育承担着对社会实施艺

术教育、通过美育活动提高大众审美和人

文素养的使命有机地落实到课程设置和教

学中。

2.明确专业定位。“一专多能”和“多

能一专”应该是绘画、艺术设计专业和艺术

教育专业的本质区别。美术院校美术学（艺

术教育）本科专业的教学应该以“多能一

专”为原则，注重方法论的研究和学习。

（1）在“多能”的基础上，强化专业

的“一专”倾向，使学生明确专业的发展方

向，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2）“多能一专”的核心，是方法论

的学习和掌握。由专业的表现技法学习改变

为专业的发展过程、风格流派、代表人物的

研究和学习，强化学习过程的成果展示。

（3）“课题式”的学习模式。把每一

门专业课程的学习都作为一次专业的“发展

过程、风格流派、代表人物”的研究和学

习，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解

和观点，并以合理的表现形式进行表现。

“课题式”的学习模式，强调过程的学习、

方法的研究，使学生在课程的学习中提高审

美素质，掌握对社会实施美育活动的方法。

3.教学结构。改革美术院校美术学（艺

术教育）本科专业以绘画为主体的教学模

式，把美术学（艺术教育）本科专业的教学

划分为“二二制”的结构，即：“一、二年

级的艺术通识教育、美术基础教育和音乐欣

赏教育，三、四年级的美术表现或艺术设计

的专业教育”。明确目标，协调教学与社会

需求脱节的矛盾：

第一阶段（一、二年级），以“多

能”为基础，开设绘画（绘画基础、美术表

现）、美术理论（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

史、美术概论、美术鉴赏与批评）、教学法

和美术教育实习、设计（设计基础）和工艺

美术（中国民间美术、工艺基础）课程和音

乐欣赏。这一阶段的教学以实施素质教育，

提高学生基本技能、审美和人文素养为目

标，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教育观、美育观，

培养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

第二阶段（三、四年级），开设绘画

（美术表现）或艺术设计（设计与制作）、

艺术教育实习、毕业创作或毕业设计、毕业

论文答辩等专业课程，以“多能一专”为原

则，依据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生的兴趣，采取

分专业班的形式，每班以美术表现（油画、

水彩、版画）或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为专业的发展方向，进行系

统、深入的学习研究，扩展学生毕业就业创

业的能力和范围。

4.教学模式。采取“课题式”的教学模

式。以资料收集调研、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作业展示的形式，进行艺术教育的方法

论学习和研究。

（1）作业。改变单一画面的作业形

式，以图文结合、集体讨论的形式阐释问题

的发现和解决的过程。

（2）教学。改变单纯的技法学习模

式，通过对发展过程、风格流派、代表人物

的研究，进行系统科学的方法、过程的学习

和研究，凸显艺术教育专业的特色。

（3）展示。作业以展板的形式进行学

习过程的成果展示。改变传统的单一画面的

作业展示形式，图文结合，强调问题的解决

方法和过程，注重版面的形式美感、展示形

式和制作效果。

5.注重艺术教育的新方法、新形式的教

学与研究美术院校美术学（艺术教育）本科

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注重艺术教育的新

方法、新形式的教学与研究，突破传统的单

一专业的学习，以美育为核心，在凸显多

专业学科融合的基础上，开设电脑设计、摄

影等课程，学习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现代艺

术教育的新方法、新形式，突破传统的艺术

教育模式，培养学生运用电脑表现、摄影等

新方法新形式进行艺术教育的学习和表现能

力，强化学习成果的展示效果。

6.注重专业特色与社会发展需求的结合

虽然美术院校美术学（艺术教育）本科专业

是建立在美术学（美术教育）本科专业的基

础之上，但是（艺术教育）本科专业必须有

别于美术学（美术教育）本科专业的课程设

置与教学。依据美术学（艺术教育）本科专

业兼顾美术音乐的专业特色，明确专业定位

和培养目标，以面向社会进行美育和幼儿教

育、小学教育为主要方向，适应社会发展的

需求。

当前，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艺

术教育）本科专业的学科建设在培养目标、

运作机制、评价方式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发展

趋势。如何确定人才培养目标，规范教学模

式，保证人才质量，这对美术院校美术学

（艺术教育）本科专业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提

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建立适应社会发展需

求的艺术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体

系，找准定位，明确目标，培养出为社会实

施美育的兼备绘画、音乐和艺术设计能力的

综合型专业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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