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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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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办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投资体制、管理机制等方面与普通高等

院校有较大的区别外，其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与普通高等院校没有区别

。通过调研，在山东的众多民办高校中，公共艺术教育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大多数民办高校都

成立了艺术教育委员会、公共艺术中心，部分民办高校由于办学规模不大只成立了公共艺术教研

室，但是都相继开展了全校的公共艺术教育，在培养学生艺术修养和综合素质方面进行了有效的

探索和实践。但是由于民办学校的特殊办学模式和经费开支模式，以及部分高校领导对公共艺术

教育的偏见和轻视，使得民办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存在较大的问题，整体形势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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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private universiti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rom ordinary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investment system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Their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is not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rough research, among many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haanxi, Public art educa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a period of time. Most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set up art education committees 

and Public art centers. Some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only set up Public art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s due to their small school running scale, but they have successively carried out Public art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school, and conducted effectiv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artistic cultivation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However, due to the special school running mode and expenditure mode of private 

schools, as well as the prejudice and contempt of some college leaders for Public art educat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ublic art education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ig problems, and the overall situation is not 

optim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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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艺术教育发展迅速，但是公共艺术 教育观念相对滞后陕西民办高校的教育体制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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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育”为中心，以专业教育为主的教育方向。近

年来，虽然在理论上对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

性以及培养过程中的许多实质性问题达成了某些

共识，但还存在“重学科专业教育,轻全面素质提高”

的现象。大部分民办高校缺乏人文思想的根基和浓

厚氛围，其结果给民办高校的人才培养遗留了极大

的弊端。尽管部分学校领导也采取了若干促成与推

动的举措，但却缺乏切实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致使公共艺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在西安

众多民办高校中，受我国传统的重理轻文的教育观

念以及注重就业率的大形势下，在实际的办学理念

上依旧是偏重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和技能，忽视综

合素质的培养[1]。 

（二）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内容缺

乏本土艺术特色现西安民办高校公共艺术课程设

置主要集中在音乐、美术和影视方面，且多以欣赏

课为主，内容缺乏本土艺术特色。教育部在《全国

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中规定艺术

限定性选修课程共八门:《音乐鉴赏》、《艺术导论》、

《美术鉴赏》、《影视鉴赏》、《舞蹈鉴赏》、《戏

剧鉴赏》、《戏曲鉴赏》、《书法鉴赏》。随着社

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网络时代的到来，各种网络公

开课带给学生的知识量甚至远超过公共艺术课程[2]。

比如，影片赏析，网络上的名人讲解影片赏析绝大

多数都比在校教师讲的透彻生动。因此部分公共艺

术课程逐渐呈现出陷入尴尬境地的趋势。实际上，

我们可以在课程设置上融入本土艺术特色，比如高

校就可以把陕西皮影艺术、剪纸艺术、泥塑艺术融

入到公共艺术课程中去，一方面传承了飞物质文化

遗产，另一方面能够增加课堂趣味性，地域性，唤

起学生的熟悉感，认同感[3]。此外，课程设置还应该

具有引导课外活动的作用，在民办高校中，学生的

艺术思维相对公办高校更为活跃，他们期待能有更

多的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来丰富他们的校园

生活，但很多民办高校在校园文化活动方面都有欠

缺，仅仅依靠学校艺术社团和一些零散的文娱活动

来点缀校园生活是难以满足学生需求的，由于缺乏

与之相适应的校园文化活动作为培养学生素质的

良好平台，很多学生难以将所学的理论和专业知识

内化为艺术素质修养。 

（三）师资队伍力量不均衡，结构不合理 2006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中

指出“根据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基本任务和发展要

求，在高校中担任公共艺术课程教学的教师人数，

应占在校学生总数的 0.15%–0.2%，其中专职教师人

数应占艺术教师总数的 50%”。以陕西国际商贸学

院为例，全校的公共艺术教育主要由公共艺术中心

和文化与艺术学院的教师承担。公共艺术教育课程

共有专兼职教师共 18 人，占在校学生总数的 0.11%

（低于 0.15%–0.2%）。如果商贸学院所有艺术专业

背景的教师都能为全校本科生上一门公选课的话，

师资问题可有大为改观，但是多数艺术教师在为本

专业的学生开设专业课之后，其工作量己经满足或

超额完成了，这样的结使得师资短缺的现象一直得

不到有效解决。 

（四）一部分师生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民办高校

固有的职业教育理念和就业率的片面保障极易影

响教师和学生思想观念的形成，因此导致了部分高

校管理者对公共艺术教育重视程度不够，这些隐患

直接在多数教师和学生身上显现。在现实就业压力

下，大多数教师和学生更注重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

学习，缺乏对学生人文和艺术潜能的挖掘。很多民

办高校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被放在甚至还不如选

修课的地位上，开课时间被放在晚上或周末进行。 

（五）艺术教育过于集中化，公共艺术教育不

普及民办高校在艺术教育精英化的方面呈现出更

为突出的特点。由于民办高校在公共艺术方面投入

较少，但却在各种能够体现学校软实力的比赛中又

迫切需要体现优异的艺术教育成果，因此在教育经

费的投入方面往往集中在本来就是艺术特长生的

少部分同学身上，送他们外出培训，为他们购置表

演道具，这样做的结果是：更多的学生只能沦为观

众去欣赏这些艺术特长生的特长表演。实则内心羡

慕却又无奈。这些做法从本质上背离了公共艺术教

育的根本目的——公共艺术教育是对普通学生进

行艺术熏陶，而并非是为艺术生进行艺术教育。从

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关于民办高校公共艺术教

育理论研究比较少，因此，本文具有以下两个方面

的意义[4]。第一，从一定意义上填补了目前在民办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领域中的空白，必将极大地丰富

公共艺术教育理论，促进新形势下公共艺术课程建

设的科学化。第二，由于本文是专门针对民办高校

这一系统的，因此，它将对民办高校课程建设具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以适应新形势下民办高校课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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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科学化要求。 

（六）2010 年–2020 年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研究

现状剖析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从 1995 年研究至今已有 20

多年了，从最初的确定公共艺术教育概念，到近些

年来的各项深入研究，无疑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研

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是发展的同时也有着不断

地尝试、不断的探索与不断的创新。通过对 2010 年

–2020 年的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研究的统计分析，笔

者总结出三个方面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第一，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应在“美育”教育的

功能方面的研究予以加强 

邵阳学院姚武认为：全国的公共艺术教育大多

还停留在提倡丰富学生文娱活动方面，对于艺术教

育、审美教育的方法和途径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湖南理工学院徐振祥认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重在

提高学生个体文化艺术素养和感受美、表现美、鉴

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第二，高校公共艺术课程开设的科目、教材和

课程教学内容需得到统一； 

中国美术学院教师曲琳琳认为：各普通高校一

般都是根据学校自身的师资量、教学水平开设的公

共艺术选修课程，增强了课程设置的随意性。陕西

警官职业学院仲晴晴认为：公共艺术课程设置，需

要分层次、选修必修兼有、统编教材。河池学院曾

宏华认为公共艺术课中音乐课程的教学内容过于

专业化，没有找好课程定位。南通职业大学唐劲松

认为：公共艺术课程应该是艺术教育与实践活动相

结合，以增强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为原则[5]。 

第三，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师资队伍需加强。 

河南大学王新认为：高校公共艺术课程教师应

精通艺术理论和专业技能，掌握教育理论和教学技

能同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先进的文化价值观。 

郑州师范学院韩若男认为：有很多非艺术专业

领域的教师也由于种种原因承担了艺术类课程，最

终将导致艺术教育的严重偏差。阻碍了公共艺术教

育的快速发展。 

盐城师范学院潘龙瑞认为：公共艺术教育专职

教师少，教师的自身素质也同样存在的不同的差异，

这就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受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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