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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时代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艺术素养培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正如教育的三维目标所指出的一

般，艺术教育不应该是对现有教育体系的新增或冲击，而是对现有教育内容的深化和挖掘，在整合现有

教育内容与条件的前提下，将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教育方式逐步改变为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思维培育和思想

信念塑造，让高等教育在艺术教育的浸润下回归对人的关注，增加高等教育的情怀和温度而非纯粹的知

识灌输和技能锤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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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and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the cultivation of artistic 
quality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s 3D object points out the general education, art 
education should not be new or impact to the existing education system, but the contents of the 
existing education deepening and mining, in integrating the existing education content and the con-
ditions under the premise of will solve the problem oriented education mode gradually changes to 
the thinking of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and ideological beliefs shape. Under the infiltration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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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return to the focus on people and increase the feelings and 
tempera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ead of pure knowledge infusion and skil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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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因为艺术并没有一个普遍意义被广泛认可的概念，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涵还随着时代的进步

而不断发展变化着，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可以推论出艺术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立足于社会现实

而呈现不同面貌，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部分，并以独有的方式能动的认识世界，基于艺术的形式

引发人的舒适感和便利感，实现艺术的审美价值。所以，艺术素养(art cultivation)亦称“艺术修养”。指

人对艺术的感受、体验、评价和能动创造的能力。是“审美修养”或“美学修养”的主要内容，包括对

艺术理论、艺术史知识的掌握，对艺术创造、艺术鉴赏、艺术发展规律的理解，以及对艺术的感受力、

想象力、判断力、理解力、创造力等。 

2. 艺术素养培育的可行性 

(一) 情感、态度价值观成为三维教学目标 
艺术创作的主体是艺术家，而艺术欣赏的对象是社会各个阶层。从艺术创作主体为艺术家的角度来

看，艺术活动的准入门槛很高，从艺术欣赏的对象为社会各阶层的角度来看，艺术活动似乎更具备普遍

性[1]。根据马克思的相关理论，文学艺术等起源于社会劳动，是有早期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习

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都能够证

明文学艺术更具备普遍性。 
美国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布卢姆立足于教育目标的完整性，制定了教育目标分类系统。他提出把教

育目标分为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三个目标领域。根据布卢姆等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结合我国的教育

教学实际，新课程将课程(学教)目标分为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说明新课

程标准从理论上佐证了艺术教育的可行性。三维目标是一个教学目标的三个方面，而不是三个独立的教

学目标，它们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突出说明情感、态度价值观是可教的，与此相对应这说明

与情感、态度价值观极为相似的艺术教育是具备可行性的。对艺术教育可行性的误解则与对教育的传统

认知有关，即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信息传递。学生就像是一个空瓶子，老师把正当的、真实的信念倒入其

中，学生因此获得了知识储备，这就像弗瑞尔(Friere)所说的教育银行模式。但是因为许多艺术都不是命

题性(nonpropositional)的，所以它不包含真理；同时大多数艺术也是没有论据的，因此也无法传达理由。

尽管艺术以深刻的方式推动着我们发展，但艺术作品几乎无法传达那些可靠的信息。马瑟西尔认为“从

知识来源的角度分析，艺术表现不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并不完全是信息传递。 
教育不应该是全功利性的，“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就指出在阅读文本时，首先要确定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点，也就是说在教育活动中艺术教育应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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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育活动设计的[2]。 
(二) 艺术是符号性的，具有象征意义 
从三维教育目标看，艺术教育具备可行性，从艺术本身的符号性来看，艺术可以通过艺术符合蕴含

的象征意义完成内容的传达，完成教育目标。艺术符合能够传达一定容量的信息，而信息接受会受到接

受对象实际情况的影响，但这并不能否定艺术的符号性，更不能否定艺术符号具备信息传达的功能，而

且因为艺术符号传达的信息受到接受对象的重要影响，使得艺术符号传达的信息具备相当程度的开放性，

它可以借助艺术接受对象的感悟、理解、创造而具有更为丰富的意义，从而不断拓展艺术符号传达信息

的固有容量，使得艺术教育的实施因为信息的丰富而具备可行性。如果将教学活动中的某些形式认为是

艺术教育的一定展示，那么课堂教学活动中师生进行的课前汇报就是生动的体现。课前学生想授课教师

进行汇报，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听课人数、听课班次、课前准备情况等，承载报告内容的是师生之间

课前的汇报仪式。从中可以看出，所谓仪式是基于汇报内容的而具有现实意义，仪式又为一般性的内容

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想象空间，从而不断扩展了汇报仪式的实际意义。在这一过程中，授课教师不仅从汇

报内容中掌握教学信息，汇报仪式同样传达重要意义，例如学生汇报时刻的精神面貌可以很好地反映出

学生在课前准备的多项情况，从知识准备到心理准备都可以从中窥探到相当的真相。 

3. 艺术素养培育的理念 

有赖于信息技术手段的蓬勃发展，人们可以通过更为多样的手段获取信息，信息获取的代价不断下

降，人们随时可以使用多种方式检索大量信息，对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也带来的新的问题，

海量信息中真伪的辨别能力以及有信息的检索能力都成为科技发展背景下对人的新要求，面对这一课课

题，后真相时代这一称谓成为时下的热点。所谓“后真相时代”，就是人们把情绪放在真相之前，由情

绪来引导认知的时代。现代社会里，获得一点真相是容易的，困难的是获取全部真相。当真相不完整时，

人们的认知就很容易被误导。当下较为引人关注的国际事件“俄乌冲突”就是很好地例证。“同一个事

实，不同的表述”，成为认知战的重要表现。于是，围绕“叙事”的较量成为认知域战场的重要阵地。 
(一) 创作性解决问题的思维培养 
基于“后真相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叙事较量，艺术素养培育的现实作用日益凸显，科学技术发展解

决很多确定性问题，又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问题，艺术素养的培育正可以弥补原有的教育模式短板。基

于工业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教育模式强调引导人们学习和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艺术的教育则关注创

造性解决问题的灵活思维能力[3]。只有灵活的思维与辨别能力，才能够帮助人们在“后真相时代”更

好地厘清复杂“叙事”这团迷雾，引领人们更快速更直接的走进真相，还原事件的原本面目。不同类

型的艺术形式在视觉效果的呈现上大相径庭，但艺术符号性的特质是它们之间的共通之处，对艺术的

体验、感悟、鉴赏、判断、创作既艺术品本身所提供的舒适感还有审美对象结合以往阅历、经历而联

想、想象而来，因此对艺术鉴赏、创造能力的培养乃至艺术素养的培育对于提升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大有裨益。 
(二) 筑牢思想信念的观念熔铸 
今天，我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但一些敌对势力对我采取战略上围堵、经济上压制、

政治上诋毁、文化上渗透、科技上封锁、网络上破坏等各种手段，妄图遏制我发展壮大。这些不断教唆、

挑起的冲突与破坏活动，无不体现了霸权主义政治的延续。这反过来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从政治的高

度看问题，艺术素养的培育应该沿着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方向前进，应该按照习主席强调的为人民而文

艺的道路发展。 
叙事较量带来的真相迷雾，不仅让距离真相越来越远，更容易以片面的真相或者有意的误导，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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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广大人民群众错误的思想信念，进而达到其动摇国家政权、激化民族内部矛盾等不可告人的丑恶目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出发，深刻分析了战争的阶级利益和

经济根源，明确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才是目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叙事较量

等事件背后深刻透露着经济利益的驱使，是的我们必须从政治的高度看待部分偏激的舆论导向，以维护

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4. 艺术素养培育的路径 

(一) 从自然和人文科学中挖掘艺术因素 
对于大部分接受高等教育的当代大学生而言，专业课程和公共基础课程是大学课程体系的全部组成，

公共基础课在传统基础课程之外，有涉及部分艺术类的鉴赏体验课程，但总的课时量难以达到培养艺术

素养的实际目的，而且这类课程的软性结课要求，也使得学生在面对这类课程的时候偏向经历式的体验

而非收获式的深耕。如在现有课程体系中新增艺术类课程或者提高艺术类课程课时占比则会影响高等教

育专业性能力和素养的塑造，在素质教育质效上说得不偿失。 
艺术不仅根植于人文科学也与自然科学密不可分，其实艺术素质培育与课程思政的实施在一定程度

上是同源同路的，习主席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

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事

实上，艺术素养培育同样如此，完全不必在现有课程中额外新增，更为合适的方式应该是从原有课程中

挖掘艺术因素，让学生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感受艺术的魅力，接受艺术的熏陶。 
(二) 从校园文化的氛围中实施艺术熏陶 
校园文化建设承载着一所高校的办学特色和教育理念，由高校的物质条件决定，同时又以文化独有

的自主性反作用于高校的条件建设。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艺术熏陶的实施路径，同样是在现有条

件下增强艺术素养的培育的有力保障。 
校园环境中常见的历史人物、文化名人雕塑，时常会成为学生驻足观看，乃至拜谒的对象，在雕塑

艺术品和学生的精神文化交流中，历史人物、文化名人的高尚品格就会在无意识中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

和价值取向，校园文化建设事实上正在实施艺术熏陶，所以在校园文化建设的方案预制时，就要有意识

的进行规划与设计，找到艺术熏陶的集中落脚点，让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为艺术熏陶提供系统性的影响。

同时也要注意，现有校园文化建设不能只是单纯矗立在校园环境中，还要有意识的进行校园文化建设的

介绍、拓展，在现有文化环境中多举办学生社团活动、第二课堂活动等学生为主体的活动形式，既吸引

学生多关注多理解现有校园文化环境，更能够深入拓展校园文化环境的内涵，可以更为有效的发挥现有

校园文化环境的艺术熏陶作用，让校园文化环境为艺术素养培育提供立体式的外在环境。 
(三) 从教师队伍中树立艺术教育榜样 
在以往的艺术教育中偏重于“物”的教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的价值。所谓言传身教，

现实生活中生动的事迹和鲜明的人物特点，总是能够更为直接的作用学生的头脑，进而发挥良好的艺术

教育作用，实现良好的艺术素养培育价值。 
艺术素养的培育应该是全方位的育人，不仅是高校的课堂体系、校园文化环境还应该包括高校中最

为活跃的教师队伍，教育队伍的活跃性、创造性与艺术的特性极为契合，因此教师队伍应该自觉承担作

为学生艺术教育榜样的重担，有意识的为学生的艺术素养培育下功夫做指导。这就要求教师队伍有更高

的自我约束能力，展示出个人独有的艺术魅力，在法律和道德的范围内，为学生提供艺术式的人生选择，

为学员提供更为丰富的人生可能性，让学生看到社会人生的多种选择，从而坚定自我内心的价值肯定，

在发现“自我”的基础上发现“他人”、发现“社会”，让学生度过富有艺术性的人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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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艺术素养不同于艺术技能，艺术技能应该是艺术专业人士具备的具有一定准入门槛的专业技术能力，

而艺术素养应该是大众的，艺术来源于劳动和生活，也应该服务于劳动和生活中的广大人民群众，艺术

素养的培育首先要确立起艺术培育的意识，从现有条件中拓展艺术素质培育的时空范围，在现有条件下

挖掘可艺术的形式和艺术形式的象征意义，让高等教育在艺术教育的补充和浸润下更适应时代的发展要

求，更符合教育对象的成长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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