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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大美育”理念盛行的背景下，高校教育专业的美育培养成为培养未来教育和美育传递者的重要抓

手。本研究结合高校教育专业的特点，探讨其在美育过程中是否体现了“大美育”的方法。具体而言，本研

究探讨了美育模式中是否实现了路径耦合和课程耦合，以及培养目标与教学方式的合理性、培养方式的多样

性、美育与学科的广泛结合以及评价方式的科学性等现状。通过提出一些现状与疑惑，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

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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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为“大美育”
1987 年，中国著名教育家滕纯提出了“大美育”的概念，他认为美育无时不在、无处不在［1］。他

主张美育应该贯穿整个教育过程，并与学科教育有机结合，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采用跨学科的教学

方法和创新的美育教育手段，他倡导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创造力和艺术修养，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

和创造美。换句话说，“大美育”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理念，强调个体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

它通过培养个体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旨在提升人的素质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标。“大美育”注重在

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创造力以及对美的感知、欣赏和表达能力的培养。近年来，“大美育”

的理念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为教育领域的美育注入了新的思路和动力。

2  如何理解高校教育专业美育
高校是育才的重要阵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于 2019 年发布的《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

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美育是高校培根铸魂的工作。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全面加强和改进

美育已成为高等教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2］。在高校中，美育工作通过课堂教学、文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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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等方式对学生产生审美层面的影响。

高校的教育专业主要面向教育行业及涉及教育的专业，如师范专业、教育学类专业等。这些专业培

养的人才未来将走向负责“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岗位，成为肩负培育新一代人才大任的教育者。

这些教育者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对新一代人才的影响将形成连锁反应，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闭环”。

因此，未来教育者们能否形成完整的、优质的“美育闭环”，在高校阶段对其施以美育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高校作为培养教育者的摇篮，应该注重美育教育的质量和深度。通过多样化的课堂教学和丰富的文化活

动，高校教育专业能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创造力和艺术修养，使他们具备更强的美育意识和能力。

优质的“美育闭环”能够提升教育者服务社会的能力水平，进一步推动整个社会的美育发展。高校教育

专业的美育涵盖了视听审美、文学鉴赏、设计应用等方面。然而，在“大美育”范畴下，高校教育专业

的美育更加注重全面性，即教育专业的美育教育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全面素养，使他们成为具有美学修养

和教育能力的人才。通过系统学习和理论培养，学生能够深入研究美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形成准确而深

刻的美学认识。他们将学习各种艺术形式的历史和发展，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表现形

式。同时，学生还将接受丰富的实践训练，包括创作实践、表演实践、艺术教育实践等，以培养艺术创

造力和教育能力。学生将从多个角度和层面进行美育的学习和实践。他们将学习视听审美，培养对音乐、

舞蹈、戏剧、电影等艺术形式的欣赏能力。此外，他们还将学习文学鉴赏，深入了解各种文学作品的艺

术魅力和内涵。学生还将学习设计应用，掌握设计原理和技巧，运用设计思维解决实际问题，创造出美

观且具有实用性的作品。通过专业美育学习，学生将获得多方面的美育素养。他们将成为具有广泛视野

和深厚素养的美育教育者，能够将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运用到美育教育实践中。他们将积极参与

美育教育活动，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创造力，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同时，他们还将为社会培养出更

多具有美育素养的人才，为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贡献。

3  “大美育”下教育专业美育现状管窥
高校教育专业的日常课程学习主要有学科知识与技能课程、思想政治课程、教育学理论课程、学科

教学理论与实践课程、体育课程以及美育课程。通常认为，美育课程是学校美育工作的主要环节，其他

实践以及校园活动是美育工作的辅助环节。然而，对于教育专业，无论是课程学习抑或是实践与校园活动，

能否引起学生足够的重视、能否对学生产生有效影响都体现了宏观层面上学校对美育工作的设计，以及

微观层面上教职员开展教学与活动的美育深度与科学性。本部分将从培养模式、培养过程两方面着手，

对高校教育专业的美育现状即当下高校教育专业的美育工作在“大美育”下的合理性进行初步描述。

3.1  高校教育专业美育培养模式的耦合性

高校的美育工作以课程教学为主，活动为辅。课程与活动的比重是否有序合理、两者能否起到互补

互映作用，即美育的培养模式是否系统、是否五脏俱全，是否包含“理论、鉴赏、实践”三环节的耦合

性培养，即是否采取一种综合性的培养模式，既注重理论学习、美学鉴赏，也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这

意味着学生不仅要掌握美育理论知识，还要具备实际操作的能力。在美育课程中，学生应通过深入学习

和分析各种艺术形式，了解其背后的美学原理和表达方式。同时，学生还应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如艺术

创作、演出和展览等，以提升美育能力和创造力。通过这种综合性的培养模式，学生将能够全面发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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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素养，为将来的美育教育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目前，高校教育专业的美育培养课程多以“选修课”的性质和“技能课”的形式存在，且多为公共

课。以中国两所高校为例，广东某院校的 2023 级人才培养方案中当年新增一门仅有的美育类公共必修

课名为“艺术导论”，学时为 2 学时，考核方式为考试。该校公共选修课要求学生毕业前选满 2 学分“艺

术与审美体验”类的选修课，开课目录下有诸多如“音乐基础”“音乐鉴赏”“影视鉴赏”“舞蹈鉴赏”“现

代流行音乐”“舞蹈表演与编导”“合唱艺术”“中国画欣赏”“动漫美术鉴赏”“中国文学欣赏”“大

学美育”等与教育专业相关性强的课程以及其他线上线下多形式的课程，学生可以根据兴趣自选课程，

但并未开设专门面向教育专业的课程，也未要求教育专业学生选修这些相关性强的美育类课程，甚至存

在因为与其他课程时间冲突、无法选修的情况。在教育专业的选修课中，如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专业必

修类课程，涉及美育的主要为文学与文化类课程，能体现出其他美育因素的课程主要是专业选修课中 2

学分、于第 4 学期开设的“中华才艺”课程，该课具有浓厚的专业特点，但因其选修课的性质以及开课

学期，大大限制了与上文所提到的第 1 学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艺术导论”以及专业必修课“中华文化

概论”的衔接，使得该专业的美育教学工作仍不够系统。此外，在小学教育专业 2023 级的培养方案中，

除与上述专业在公共课上的同样问题外，其专业课中能体现美育特点课程的开设时间更有利于衔接公共

课“艺术导论”与专业课“文学概论”，如儿童美术基础开设在第 2 学期、儿童音乐基础与儿童舞蹈基

础开设在第 3 学期（见表 1），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学生并没有获得完整美育的意识，在前三个学期学

成美育的主干课程后，公共选修课的艺术与审美类课程是否能与之前学习的课程形成良好的互动、互补

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而吉林某师范院校 2022 级汉语言师范专业的培养方案中不难发现美育专门课程

的缺失，同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方案则在专业课中专门设立“美育模块”（见表 2），在该模块

中开设“美学问题选讲”“影视欣赏”课程，但并无系统性的安排耦合的课程。

表 1  小学教育专业 2023 级专业美育课程

Table 1 Professional aesthetic education course for the class of 2023 in primary edu-cation major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内总学时 量纲
课堂教学 

学时
课内实践 

学时
授课周数 周学时

建议修读 
学期

考核方式

519050001 儿童美术基础 3 48 学时 24 24 16 3 2 考查
528061126 儿童音乐基础 2 32 学时 16 16 16 2 3 考查
528061127 儿童舞蹈基础 2 32 学时 16 16 16 2 3 考查

表 2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2022 级美育课程

Table 2 Professional aesthetic education course for the class of 2022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jor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 / 周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备  注
22312012 美学问题选讲 2 34/2 第 4 学期 考查 美育模块 

（2 选 1）22312013 影视欣赏 2 34/2 第 4 学期 考查

此外，高校教育专业的美育活动主要使用“校庆”“政治”等事件主题，通过“第二课堂”“比赛”“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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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的形式呈现。活动与课程的美育耦合性普遍较低，且衡量学生参与程度的方式仅用一些浮于表面、

功利性强的量化评价如“综测”，使学生盲目参加而不知其所以然。过程性评价也有缺失，且学分数低（见

表 3），不符合“大美育”对于高校美育教育的地位与分量的期望。

表 3  教育专业美育实践环节

Table 3 Practical par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education majors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内总学时 量纲 课堂教学学时 课内实践学时 授课周数 周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 考核方式
542190004 美育健康 0.5 见“第二课堂成绩单实施办法” 1—6 考查

美育集中培养课程的缺失会导致教育专业学生对美的感知力与创造力达不到预期，且美学理论基础

薄弱，进而难以实现美育的应用。由此看来，目前高校对教育专业人才的美育培养模式中各美育要素之

间的耦合性，以及美育培养对于教育人才发展需求的耦合性仍不系统、不完整，也体现了教育专业的美

育在顶层设计中的缺陷。

3.2  高校教育专业美育培养过程的广与深

政府和社会倡导将美育作为培养新时代美学人才的重要途径。教育部提出“以美育人、以美化人、

以美培元”的指导思想，高校美育工作要实现更进一步发展，必须将美育落实到课程建设和教学创新中［3］。

高校对教育专业学生的美育培养应注重内涵发展，美育环节应有广度、有深度，能让学生在思想意识上

深入认识美，对美感兴趣，在发展过程中有美相伴、美美与共，在未来教学中传递美、创造美。

在“大美育”理念下，高校教育专业的美育培养过程应主要关注培养目标与教学方式是否合理、培

养方式是否多样、美育与学科的结合是否广泛、评价方式是否科学等方面，即高校教育专业应注重培养

学生的美育意识和美育能力。学生在美育课程中应有机会进行美的欣赏和评价，以培养其对美的敏感性

和主体性。此外，学生还应了解不同文化与时代背景下的美学观念和艺术表现形式，培养跨文化、跨时

代的审美视角和批判思维。在实践活动中，学生应有机会参与美育教育项目，锻炼教育能力和组织能力。

通过这样的培养过程，学生将能够真正理解美育的意义和价值，并能够在实践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首先，关于培养目标与方式的合理程度，美育理论课的培养目标一般以理解理论为主，教学内容也

集中于理论讲授；美育实践课的培养目标一般是在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设计、绘制、编排等应用。但受制

于美育课程耦合性欠缺以及课时数少等因素，培养目标一般设定得较为浅显或难以真正实现，教学内容

中理论与实践无法很好地平衡，如前文提到的 3 学分的“儿童美术基础”这一理论与实践综合课程，因

没有足够的前行课程的理论知识支撑，会导致该课程出现“难上”的情况，通俗来讲就是理论讲述少了，

学生不知道如何实践；理论讲述多了，学生会觉得晦涩难懂，实践也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具体怎么控制

时间也需要花费很大工夫去考虑和试验。又如 2 学分的“儿童音乐基础”，同样属于理论实践综合课，

一般认为音乐比美术的入门门槛更高，该门课课时更少，可能会更“难上”，除了学生是否能听懂、实

践是否可行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学生毫无前行的音乐理论课程可以学习。其他美育类课程也是如此，

如果与其他课程的耦合性差，则很难有广度与深度。

其次，关于培养方式的多元化程度，“大美育”理论认为美育不只存在于课堂上，因此，除了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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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实践、综合课程之外，课外的美育环节也不容忽视。课外美育环节通常使用一些事件为主题，如“校

庆”等，使用比赛等活动形式进行。一般来说，高校此类活动数量庞大，也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但受到

前文提到的“功利性”等因素以及纯能力性的评价机制影响，底蕴较薄的学生参与该类活动，实际收获

微乎其微，很难对活动中“美”的观念与要素有深入理解。对于教育专业的校外比赛，也有学校从专业

建设与学生就业技能方面考虑，举办硬笔书法比赛、三笔一画基本功比赛等，但学生基本没有经过集中

训练，只是走比赛形式，并没有真正体验到“书法”之美。总体而言，在“大美育”理念下，高校教育

专业的美育培养方式虽然具备多样性、多元化，但仅浮于表面。

再次，关于美育的跨学科结合程度，“大美育”理论提倡美育理论与学科知识广泛、深度结合。在

教育专业中，美育与教育的跨学科结合可包含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影视、文学等方面，产生并进行

如儿童音乐、儿童美术、儿童舞蹈、儿童剧与儿童动漫、儿童文学等领域的知识与技能教学，这些学科

的教学能否深度凸显其各自的审美与教育特点十分重要。一般来说，受学时数和教育技术的限制，学生

基本不能当堂学会完整的、有深度的学科知识与技能，更难提与审美的结合，想要达到史论结合的深度

教学则更难。在“大美育”理念下，目前高校对教育专业的美育培养的跨学科结合度仍有待提高。

最后，关于高校教育专业学生美育能力、美育教学评价体系的完善程度、师资条件，即高校教育者

对教育专业学生施加的审美影响是否合理、有效，学生是否在原有的审美基础上接受了适量、符合规范

的美育。目前，高校教育专业美育工作乃至整个学校的教学评价，尤其是民办院校的教学评价中存在很

明显的弊病，即学生不能通过定性分项的评价方式对教师进行评价，学生只能从对教师的印象或其他功

利性与利他性因素考虑、仅通过定量的方式评价，使得教学评价缺乏客观性、科学性，也不利于美育教

学工作的进步，基本没有针对美育的评价体系。此外，教师对学生能力的评价则更灵活，许多高校允许

教师自行制定考核规则，在“OBE”教学理念的影响下，教师在对学生的考核过程中会优先考察目标达

成度，这能帮助教育专业的教师考察学生的知识与能力，能较好地了解自身的教学效果，但这种了解是

单向的。此外，在师资条件上，目前部分高校已有“美育教研室”，但主要承担公共课，与教育专业的

联系较少。多数高校仍以“通识教研室”“人文教研室”等大类教研室的形式存在，对美育的重视仍不够，

教育专业的美育课程主要由系内专任教师承担。一方面，美育教研员并不一定具备复合教育学科的美育

知识与技能；另一方面，教育专业的系内专任教师同样不一定具备美育的基础理论与技能，导致师资利

用质量不高。在“大美育”理念下，目前高校教育专业学生美育能力的评价以及美育教学、师资条件均

不充分。

4  结语

本研究主要对“大美育”理念下的高校教育专业美育进行了讨论，分析了美育在高校教育类人才培

养中的地位及其现状，以期为后续现状与路径探索研究提供参考。

首先，本研究明确了国家与社会对高校美育工作的倡导，并指出了美育课程在高校教育类人才培养

中的重要性。高校美育工作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在多方面深入落实。

其次，本研究分析了教育专业美育培养模式的耦合性、培养过程的广度与深度，涉及宏观与微观两

方面的美育工作，主要探讨了在“大美育”理念下，高校教育专业的美育培养过程应主要关注的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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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培养目标与教学方式的合理性、培养方式的多样性、美育的跨学科结合程度、美育过程和效果评价方

式的科学性等。

最后，通过本研究的论述，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大美育”下教育专业美育课程的重要性和现状。

对于提出的现状与问题，本研究也属拙见，但毋庸置疑，教育专业的美育课程应该得到更多关注和投入，

以培养更多素质全面、具有专业性的教育美育人才，并为社会教育、美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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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limps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Education Major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at Aesthetic Education”

Zhang Xiaoyu

Guangdong Peizheng College, Guangzhou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prevalence of the concept of “Great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training of education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cultivating future educators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transmitters. This study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method of 
“Great Aesthetic Educ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proces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explores whether path coupling, and curriculum cou-pling are realized i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model, 
as well as the rationality of training goals and teaching methods, the diversity of training methods, the 
extensive combin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disciplines, and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evaluation 
methods. By putting forward som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oubt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follow-up 
research.
Key words: College aesthetic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of education major; Great aesthet-ic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