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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艺术教育是普通高等学校开展美育的主要途径，教育部高度重视该项工作的深入推进及实施
成效，早在2006年就制定、印发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明确要求普通高等
学校应将公共艺术课程纳入各专业教学计划之中，每个学生至少要通过艺术教育限定性选修课程的学
习取得2个学分方可毕业。
我认为这种刚性的教学要求不仅将公共艺术课提升到了与其他专业课程一样的高度，更进一步强调了
艺术素养在大学生综合素质构成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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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特约类教育规划纲要视域下的大学艺术教育审美教育视野中的戏曲鉴赏艺术与技术相融是工科高职院
校艺术教育的特色    音乐类地方高校应用型音乐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音乐教学质量双向综
合评价的集对分析模型及其应用综合性大学音乐通识课程中中国本土音乐元素缺位问题的调查研究与
对策高师音乐学专业弱势学生的声乐学习问题及对策高等旅游职业学院表演艺术专业课程设置探析高
师视唱练耳研究性学习探究嵊州吹打现状调查与研究立足地方培育特色——对音乐艺术实践教学的再
审视高校音乐艺术教育与复合型音乐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一以浙江外国语学院为例张开歌声的翅膀——
综合性大学“歌唱艺术”教学利用互联网进行钢琴课的课后辅导略论高职院校开设舞蹈形体选修课的
意义基于农林院校学科专业特色的舞台艺术教育关于大学生音乐素质现状的分析与思考试论音乐艺术
教育在培养各类高素质技能型专业人才中的特殊作用论新媒体背景下音乐表演的新趋势音乐学科整合
模式探究与思考一基础音乐教育学科整合对高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启示高校公共音乐课的教学现状
分析与对策研究    美术类当前高职院校公共书法教学的改革与实践论“奥卡姆剃刀”理论在艺术设计
中的应用笔墨秩序——从西方构成艺术看中国当代水墨教学体系的建构对艺术设计教育现状的思考基
于“非遗”的复合型工艺美术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美术教育与人文素质培养高等院校美术专业
教育与美术素质教育互动策略研究设计教学中言语系统的构建新背景下高等设计艺术教育的发展初探
论现代技术在艺术（书法）教育中的价值——以书法动态模拟系统在书法艺术教学中的应用为例黑白
视界取其“沉”、“静”——浅议高校书法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视野下高校美术教育创新研究书法艺
术育人价值新论将个性化教育引入高校公共美术课堂艺术设计史类教学的问题与探讨——以《广告史
》为例    综合类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的定位、发展与改革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艺术教育对当代高校艺术通
识教育之启示打破讲台幻觉的大学教室剧场模式初探一教育戏剧《校园戏剧理论与实践》公共艺术选
修课程实验报告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教育现状的归因分析当代大学生审美教育中价值取向的导向研
究充分认识艺术教育在普通高校中的重要价值培养“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创新型人才——普通高校
音乐学副修专业办学模式的价值初探依托本土诗性文化资源的美育模式创新初探一以浙江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诗教美育实践为例通识教育背景下公共艺术课程的困境和出路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现状浅析与发
展构想创意产业背景下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目标、路线研究当代艺术与中国艺术基础教育校园戏剧：修
正应试教育弊端的诸种可能性论音乐审美教育与人文精神农村公共艺术师资培养的再认识林风眠艺术
教育思想浅析DIBAE理论对理工院校公共艺术课程设置的启示艺术教育整合的理论求实倡导、实践、
参与——戏曲艺术融入高校选修课教学的研究“技艺为道”：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先驱郑可教育理
念刍论当前艺术教育的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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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没有针对公共艺术教育的独有的评估体系，没有特地为公共艺术教育而制订的工作指标，我们的
教师们始终只能是处于弱势地位而无法主动掌握自己的发展命运。
　　与专业教育不分彼此，固然会大大有害于公共艺术教育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那么将公共艺术教育
置身于公共课的环境中，它的境遇又如何呢？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一个公共艺术教育（而非专业教育）的范围里，同样找不到从事公共艺术教育
的教师们生存的必须空间。
大学的公共课教学，一般分为必修课与选修课两大类。
必修课是硬指标，无论什么专业的学生，必须过必修课的关，不然就修不到必须的学分，就不能毕业
。
而选修课却是软指标，在几十门课中选几门，只要学分够即可。
遍观国内各大学，即便是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的课程，也都是选修课。
学生可选可不选，只要其他课学分够了，四年间一门艺术课也不选，丝毫无碍于其毕业。
但看看其他公共课，无论是大学语文、政治、数学、体育乃至计算机，却是属于必修课系列。
于是，一个大学生可以不学艺术课，但却不得不选语文、政治、体育等公共课，并依此拿到规定的学
分。
前者是可有可无，凭兴趣而定的，后者却是必须的，不选是过不了关的--同样是公共课，艺术类课程
仍然处于极度的弱势而且普遍不受重视，并且缺乏制度上的保障。
　　没有学分的指标，没有作为正常大学课程的硬性必修规定，对一个并不热心艺术的大学生而言，
当然可以弃若敝屣。
而在每个大学中，喜欢艺术的一定是学生中极少的部分，于是牵涉到教师的开课率、教务部门的排课
方式以及专用教室安排（很多艺术类课程是需要专用教室的），当然还有选修课学分的不到位（有些
大学唯有选艺术课学分少于其他公选课），使大学的公共艺术教育在表面上与公共外语、公共语文、
公共数学、公共体育处于同一系列但在实际上却远远达不到一般公共课所具有的水平，而不得不处于
极大的劣势。
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们，也就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地成了大学里被人遗忘、被人忽视的弱势群体
。
　　既不能像专业课教师那样，有_整套针对专业学科的从助教到教授的职位保障、从学士到博士的
学历保障、从展演到著作论文的成果评估体系保障，以及为公共艺术教育专设的岗位制度保障；又不
能像公共课教师那样，同样有一整套从开课、课程设置、学分、学时、教务配置、教学评估的教学制
度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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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艺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编著的《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艺术教育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
研讨会获奖论文集》分为：特约类、音乐类、美术类、综合类四部分，收录了《教育规划纲要视域下
的大学艺术教育》、《地方高校应用型音乐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当前高职院校公共
书法教学的改革与实践》、《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的定位、发展与改革》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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