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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美育教学创新研究 

——基于工作坊教学模式视角 

 
喻蕾 

 

(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北京，100083) 

 

[摘要]  人的全面发展是当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此背景下，美育教学也成为高校的基本任

务。高校美育在个人、社会、文化等层面都承担着重要功能，然而当前高校美育实践中却存在一些问

题，阻碍了其功能的正常发挥。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制定措施、提升硬件条件，还要寻求教学

模式的创新。工作坊教学模式以其开放性、主题性、互动性、实践性的特点，为高校美育教学提供了

新的思路。高校美育工作坊教学需要从课程目标、导师配置、团队建设三方面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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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所谓全面发展，是指学生的教育不能仅仅以专业

知识教育为主，而是要实现“德智体美劳”的全

面教育。高校美育是“研究美的发生、发展和变

化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

程”[1]。美育是全面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在教育

中的作用也引起了各级教育部门的重视。2015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

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2020 年初步形成

大中小幼美育相互衔接、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相

互结合、普及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促进、学校美

育和社会家庭美育相互联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现代化美育体系。”我国的高校美育工作应当以

人们认识美的基本规律为基础，以满足现实社会

和人类的需求为出发点，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发展。 

    为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推进新时代高校

美育工作，2019 年 3 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切

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明确

要求推进美育教学改革与创新，重点研究高校美

育的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教学规律和模式、考

核评价标准、教师队伍建设等。虽然我国高校美

育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高校美育教学体系不完善，一些高校存在美

育课程缺失、课程体系杂乱、教学能力不足、教

学内容形式化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制

定政策措施及提升硬件设施之外，还应当寻求教

学模式的创新与突破。本文借助工作坊教学模式

对传统美育工作进行反思，进而提出高校美育工

作坊教学的构建思路。 

    二、高校美育的功能及现实困境 

    高校美育在个人、社会、文化等不同层面都

承担着重要功能。然而这些功能的实现需要相应

的课程体系来支撑，目前高校美育在课程体系与

评价体系两个方面都存在实践困难，这也是导致

高校美育难以迅速发展的直接原因。 

    (一) 高校美育的功能 

    美育的核心内涵在于将美产生和变化的一

般规律与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基本规律相结合， 

                           

[收稿日期]  2020-11-13；[修回日期]  2021-01-28 

[作者简介]  喻蕾，湖南长沙人，博士，北京科技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创意文化产业，联系邮箱：52748510@qq.com 



                                                                                           2021 年第 12 卷第 2 期 

 

62

 

 

通过素质涵盖性的教育方式，对人的审美意识及

创造美的能力进行正向的建构。作为美育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高校美育工作正是培养大学生审美

能力、提升大学生高尚情操和文明素养的基础性

教育工作。由于美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系

统，包含社会、自然、艺术、道德等多个层面，

高校美育工作也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不同作用。 

    第一，社会层面。美育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包括人际互动、衣食住行、经济发展、

科技进步等。美育在社会层面的功能具有明显的

现实性与实用性，通过社会美育观念的塑造，能

够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行为之中，引导人们创造适

合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产品。作为素质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美育以提升学生的艺术创造

力和想象力为直接目标。高校美育通过审美与艺

术教育，潜移默化地陶冶学生的艺术创造力，而

美育实际上培育的是学生心灵的独创性，这种

艺术创造力的发展又会促进学生精神创造力的

成长[2]。因此，高校美育可以鼓励学生开拓思 

路，积极创新，这对于提升新生代的科研能力

与创造能力、增强现代社会创新软实力具有正

向作用。 

    第二，个人层面。美是一种主观认知，美育

在提升人们审美能力的同时，也培养了一种心灵

上的内在美。虽然自然环境中的事物是客观存在

的，先于人的审美意识而出现，然而自然环境带

给人们美的感受，却是人们通过主观意志将自然

环境中的事物与自身的情感体验相结合而创造

出来的。审美是一种对于美的感知，与个体的精

神世界、道德观念有着直接的联系。美育因此也

成为培养个体人格的教育[3]。相对于德育与智育

崇真，美育在人格塑造中发挥着“以美启真”“以

美储善”的重要作用[4]。因此，高校美育工作也

承担着促进学生整体人格健康发展、美化学生精

神世界的基本功能。 

    第三，文化层面。美育与艺术创作有着直接

的联系，艺术中的美是艺术家们在现实的基础

上，通过创造性的劳动生产出的一种观念形态。

相对于现实生活，艺术作品中的美具有超越性，

是人类审美意识对现实事物的主观性的反映和

再创造，比现实更加理想和强烈。同时，这种审

美的感受也往往能够超越不同社会和不同地域，

表达出人们对于审美规律的共同追求。美育在艺

术层面的功能最为深刻和直接，通过对艺术作品

的分析和解读，引导人们了解艺术中的多重意

境，塑造人们的美感[5]。高校除了具备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等基本功能外，也承担着促进社会文化

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使命。高校美育因而也具有推

动文化建设、培育文化氛围、增进文化繁荣的重

要功能。 

    (二) 高校美育面临的现实困境 

    美育工作在不同层面都具有重要功能，但这

些功能的实现却需要建立在恰当的保障体系之

上。虽然目前大多数高校都已充分认识到了美育

工作在大学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但美育功能的

实现却仍然面临较大的结构性障碍，具体的实践

困境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高校美育课程体系缺失。相对于义务

教育阶段全面的课程体系，高校教育更加注重专

业性，课程设置以本专业必修课为主，辅之以各

类选修课程。当前的高校美育也正是依附于各种

选修课之中。由于选修课程开办相对自主，在各

高校培养计划中所占比例也相对较低，高校美育

选修课程往往存在形式单一、流于表面等问题，

造成当前高校美育课程体系的普遍缺失。 

    第二，高校美育评价体系缺失。与美育课程

体系不健全相对应的是高校美育评价体系不足。

当前高校评价体系中，人文素养与审美水平评估

长期处于缺位状态，评价体系较为单一。对学生

的评估大多局限于学业水平的单一维度。美育评

价体系的缺失也引起了对高校美育重要性的忽

视，使得高校美育工作在功利性的成绩评估体系

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阻碍了高校美育多重作用

的发挥。 

    由此可见，高校美育的推进面临的实质问题

在于包括课程体系和评价体系在内的教学机制

的不健全。因此，提升高校美育的效果，实现美

育工作应有的功能，也应当从教学模式着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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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更有利于发挥高校美育活力的新型教学模式。 

    三、艺术工作坊教学模式的探索及实践 

    工作坊教学模式为高校美育教学体系建设

提供了新的思路，这种教学模式内嵌的开放性、

主题性、互动性、实践性的特点，与审美教育灵

活自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需求相契合。

而在实践中，部分高校也对艺术类工作坊教学的

实施进行了有益探索。 

    (一) 工作坊教学模式的内涵与特点 

    工作坊教学模式重视实践在教学过程中的

作用，通过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研究与教学相结

合的方式，构建起学生日常的教学活动空间。工

作坊教学模式发源于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包

豪斯学院，最初以培养工程设计和建筑设计人才

为目标，通过专题性的研究学习方式进行教学[6]。

其学习过程与工厂学徒制的方式颇为类似，除了

教授理论课程的“形式导师”之外，还设置专门

引导学生实践的“作坊师傅”。整个教学过程以

实践教学为核心，提倡教学、研究、实践三位一

体，“教学为研究和实践服务，研究为教学和实

践提供理论指导，实践为教学和研究提供验  

证，同时也为现代设计教育提供可能的经济支

持”[7]。概而言之，所谓工作坊教学模式，即以

工作坊为空间载体，实现课程任务、师生交流、

实践活动之间的有机结合，以专业水平较高的

“作坊师傅”为主导，以技术的应用与探索为核

心，以互动实践平台为基础，追求知识的学习、

应用与创造。 

    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实践教育模式，工作坊教

学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具有开放性、主题性、互

动性、实践性等特点。 

    第一，教学场所与教学方式的开放性。与传

统教学相比，工作坊教学的场所不拘泥于教室，

而是根据教学需要与实际条件，选定多种场合开

展活动，如校园活动室、校园广场、公园、博物

馆等场所。此外，教学方式也不局限于传统的知

识传授，而是以激发学生自主探索为目的，鼓励

学生针对具体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师生互动、学

生团队互动等方式，发散思维，自由合作，实现

教学目标。 

    第二，教学活动紧紧围绕一个主题展开。传

统教学讲求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教学的

核心内容在于传授完整的知识系统，而工作坊教

学则重视教学的主题性，参与者围绕一个主题进

行多层次讨论，后续活动也围绕这一主题开展。

导师的主要作用在于提出富有讨论价值的主题，

引导学生围绕主题进行讨论，以及在参与者的讨

论和实践活动中，适时进行总结和点评。 

    第三，教学参与主体之间的高度互动性。传

统教学模式以知识传递为主，老师与学生之间的

信息互动是单向的，老师扮演着知识传授者的角

色，学生扮演着知识接纳者的角色。而在工作坊

教学模式中，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是其核心特 

点[8]。这种互动不仅包括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即学生接受知识后的信息反馈，也包括学生之间

的互动，即知识的共同学习与进一步延展。工作

坊教学的高度互动性，保障了知识的有效传递以

及知识探索的有利空间。 

    第四，教学内容的深度实践性。以实践性的

教学内容为导向是工作坊教学模式的又一个突

出特点。工作坊教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除

了理论知识的讲解外，也重视学生的自主实践，

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对理论学习进行反思和吸收，

通过实践检验知识，并最终引发继续学习的兴趣

与能力，借助实践活动探索新的知识。 

    (二) 工作坊教学模式的主要形态 

    工作坊教学模式自诞生以来便与艺术设计

紧密相连。随着工作坊教学模式逐渐为学界所熟

知，部分高校也在相关领域对这一模式进行了探

索与实践。概而言之，在工作坊教学模式的具体

实践中，主要呈现出两种形态：其一为侧重于学

习讨论和理论探索的教学型工作坊，其二为侧重

于实际操作和设计创作的实践型工作坊。两种教

学模式都秉承了工作坊教学的基本原则，在具体

实行过程中呈现出一些差异。 

    第一，以学习讨论和理论探索为主的工作坊

教学。这种教学模式主要集中在高校艺术课程领

域。工作坊的实施围绕艺术专业学科建设以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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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研等需求，将艺术工作坊教学作为学生科研

团队的建设平台，以学术研讨为主要方式，借助

课堂讨论、专题研讨会、学术论坛、专业讲座等

形式，由责任导师进行引导，学生团队自主合作，

力求增强学生专业素养与学术产出能力[9]。 

    第二，以实际操作和设计创作为主的工作坊

教学。这种教学模式主要集中在课程教学之外的

实践设计环节。工作坊邀请不同领域的设计师和

专家进入课堂，指导学生进行设计实践，抑或鼓

励教师与学生走出课堂面向公众艺术平台，展示

针对一定主题的设计创作过程与设计成果[10]。相

对而言，这类工作坊更侧重实际的设计与创作，

提供与社会公众更密切的交流平台，也是对传统

设计教学模式的再次创新。 

    四、工作坊美育教学模式的构建 

    构建高校美育工作坊教学创新体系，不仅需

要设立明确的美育课程目标，还需要通过增强师

资力量和完善团队建设来确保美育的教学效果。 

    (一) 工作坊美育教学课程目标的有效设定 

    大多数工作坊教学的实践以多层次、多阶段

的课程目标为基础，以工作坊教学模式带动高校

美育进步，因此应当根据实际条件，设置合理的

教学课程目标。具体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

需要做到美育教学课程目标专业性与通俗性相

结合。所谓专业性，即美育教学中需要包含审美

观念、美学理论、美学方法等基础知识与理论视

角，为教学的进一步展开提供有力的保障。所谓

通俗性，即美育教学以学生实践生活为导向，教

学课程的设置与教学内容贴近日常生活，保持工

作坊课程对普通高校学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且

能够对学生生活过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

次，需要考虑工作坊教学课程目标的阶段性与可

分解性。美育课程的设置应当遵循学生知识吸收

的客观规律，目标的设置应当确立不同的子目

标，课程根据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学习需求，进行

不同的教学安排，尤其对于美学理论与审美观念

的指导，应当循序渐进、逐步积累，结合实践进

行具体的阐释，通过递进式的学习方法，逐步接

近美育的最高目标。最后，美育课程目标设置需

具体、勿求全面。美育对人的影响是长期的，高

校美育的任务是通过对审美方法、美学知识的介

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而非全面传

授美学理论，美育教育“不是培养专业艺术人员，

而是旨在培养生活的艺术家”。因此，工作坊课

程的目标涵盖专业领域内的某一方面即可，借助

一定程度的实践性工作，使学生产生对审美学习

的兴趣，而无需全面覆盖本专业领域的所有   

内容。 

    以“美育”为目标的课程教学，需充分挖掘

课程的美学元素，转变教学形式，提炼趣味性高、

接纳性强的教学实践艺术，优化考核方式，实现

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的融会贯通，在课程教学中

提升受教育者认识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二) 工作坊美育教学责任导师的合理配置 

    责任导师是工作坊教学模式得以顺利实施

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在工作坊美育教学中，责任

导师应当对相关领域具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

熟悉相关的理论知识体系，这是相关实践指导的

基础保障。然而，相比于理论层面的指导，责任

导师更加重要的职责在于为学生提供工作坊教

学的主题与学习规划。主题性是工作坊教学模式

的一个重要特点，工作坊研讨与实践的内容也正

是基于一个有价值的主题展开的。因此，责任导

师需要在美育教学中选定相关方向，在此方向下

划分出不同专题，为学生制定具体的、特定的实

践方式。除了为学生设置恰当的学习方案外，责

任导师还应当组织其他相关教师与专家，为工作

坊教师团队确立指导计划与工作方案。相对而

言，责任导师所起的作用是宏观的，而具体的工

作坊组织与教学仍然需要其他教师的协作与配

合，具体包括制定学习目标、学习计划、课程安

排等。 

    因此，责任导师的选择是工作坊教学模式的

重要保障。在高校工作坊美育教学中，选择责任

导师首先应当考虑教师的专业性，选择对美学领

域有深厚了解，基础理论水平较高的教师担任。

此外，考虑到责任导师的工作属性，还应当选择

具有较强组织能力与教学规划能力的教师，以此



本科生教育创新                              喻蕾：高校美育教学创新研究—— 基于工作坊教学模式视角 

 

65 

 

来确保工作坊美育教学整体规划的顺利实施。 

    (三) 工作坊美育教学工作团队的强化建设 

    工作坊美育教学的顺利实施，还需要完整的

教学团队。这一团队至少包括教师与学生两个重

要的组成部分。在教师方面，需要组建具备理论

知识与实践指导能力的教师队伍。教师团队具备

提供理论学习与指导实践两个重要功能，既能够

在理论层面提升学生的美育观念，树立正确的审

美意识，又要能够在实践层面引导学生在现实生

活中践行审美能力，在生活中感受美的存在，提

升鉴赏美的能力。在学生方面，不仅需要吸引高

校学生产生对审美学习的兴趣，还要重视参与工

作坊教学的学生内部队伍建设。工作坊教学重视

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的权威较传统课堂相对较

低，学习的过程更重视学生之间的互相探讨。因

此如何组织学生形成探讨与实践小组，设置小组

的学生引领者也是工作坊美育教学需要考虑的

基本问题。 

    高校美育工作要以达成新时代高校学生美

育目标为基点，推动教学团队升华。培养新时代

大学生广泛的审美能力，需要加强音乐、美术、

舞蹈等艺术通识教育的教学，强化以参与为主的

艺术通识教学团队建设。同时要优化专业艺术教

师的教学方式，依托工作坊搭建院系、校际、境

内外合作交流平台，提升工作坊教学团队的专业

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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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of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oal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Under this condi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teach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individual, society and culture. However,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in the practi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hinder the normal playing of its basic func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need not only to establish measures and improve hardware conditions, but 

also to seek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ode. The workshop teaching mode with its open, thematic, interactive,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provides new ideas for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eanwhile,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teaching workshop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improv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as course objectives, mentor configuration and team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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