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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育人视角下的高校美育实践与创新探索
——以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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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教育理念的革新与时代需求的变化，环境育人理念在教育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开展高

校美育浸润行动计划是教育部全面实施美育的必然要求，为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以当

前高校美育浸润行动计划的需求为起点，分别从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环境育人视角下进行的高校美育

实践与创新探索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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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innovation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changes in the demands of the times,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has received more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the education industr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ion plan for integrating aesthetic education into universitie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fully implement aesthetic education, providing strong impetus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Starting from the needs of the current action plan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infiltration in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conducts a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explor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he School of Urban Design, Wuhan University.

Keyword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 Colleges



第 3卷第 5期 

2025年 5月  

 Volume 3, Issue5
May, 2025

·64·  https://cn.sgsci.org/ 

环境育人作为一种系统化的教育范式，通过

多元视角和多样化途径，统筹各类教育要素与环境

载体，推动学生素质的提升与全面发展。该理念在

教育中展现出三重核心价值：在空间维度上有助于

突破传统教育边界，在资源整合层面能够实现多维

要素的协同联动，在人才培养方面则为创新育人模

式提供实践路径。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围绕“以

文化人，以美育人”理念统筹推进环境、设施与文

化建设。高质量打造“美育珞珈”工程，全方位提

升环境育人水平。通过优化挖潜提高资源利用率，

扩大师生受益面。优化环境，提升文化含量，通过

管理提升服务能力，以信息化平台支撑公共空间使

用，营造浓厚的环境育人氛围。

1  新时代下高等教育美育的价值分析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

见》指出，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

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这不断赋

予美育新的时代内涵[1]。美育是高校“五育”工作

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高校要充分认识美育工作的重

要性，以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为引领，强化当代大学

生审美教育，培养大学生认知真善美的能力和追求

真善美的理想。持续推进新时代高校美育建设与实

践，对于提升高校美育成效、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新时代高校美育被赋予以

美增智、以美养德、以美铸魂的新内涵。高校需要

更新美育观念、丰富美育手段、强化美育功能，以

此进一步构建高校“大美育”体系，凝聚培养时代

新人的强大合力[3]。由此可见，当代高校美育体系

以涵育审美人格、激发创新思维、建构真善美价值

判断力为三维导向，通过打造主题化、功能性的校

园文化阵地，架构“课程-实践-社会”立体化美育网

络，贯通专业课程体系、社团实践平台、社会服务项

目等育人环节，形成浸润式美育实施路径，最终实现

从审美认知到审美创造的素养进阶与行为外化。

2  美育实践的价值维度及其实现路径
2.1  主体性价值

高校美育的主体性价值在于学生作为认识与

实践活动的主体，所展现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

造性。美育作为“五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

之处在于并非简单地灌输知识或技能，而是唤醒并

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使其在美的感知与创造中逐

步认识到自身作为审美主体的地位与价值[4]。美育

的实践价值首先体现于主体性建构层面。通过多元

化活动设计，美育构建了多维度实践平台：其一，

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转换。区别于传统

知识传授模式中学生的客体化定位，美育以个性化

表达重新构建教学关系，使学习者能够基于个体兴

趣、情感结构和想象空间，自主选择表现形式和表

现内容。其二，在能力培育层面，美育聚焦于审美

素养的系统性养成。通过构建“感知-理解-评价”

的三阶训练体系，着力提升学习者对形式美的敏锐

感知力与对艺术内涵的深度阐释力。具体而言，审

美感知力培养强调多模态感官协同，包括对色彩、

韵律、形态等审美要素的捕捉能力；而鉴赏力培育

则注重建立包含历史语境、文化符号、情感编码等

要素的复合评价体系准。最后，美育还可以促使学

生打破常规、勇于探索未知领域，这种精神正是创

新能力的源泉所在。因此，美育在促进学生主体性

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关注其审美能力的提升，更重

视其创造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激发[5]。

2.2  实践性价值

作为连接理论认知与素质养成的关键桥梁，高

校美育通过将理论知识融入实践，系统构建起包括

校园文化、课外实践、专业教学在内的全链条育人

体系，实现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从能力培养

视角分析，美育实践展现三重育人效能：其一，动

手能力培养，通过艺术创作、工艺制作等体验，不

仅强化学生的手脑协调与精细操作能力，更在持续

性的实践训练中培育专注力与坚韧品质；其二，协

作能力层面，依托合唱排练、戏剧创作等实践，使

学生掌握团队协作机制，在角色分工、创意整合的

过程中提升沟通技巧与矛盾化解能力，为未来职场

协作奠定基础；其三，创新思维培养方面，实践过

程中鼓励学生突破定式思维，通过跨媒介表达、多

维度呈现等创新路径，发现问题、设计方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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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培育系统化的问题解决能力与创造性实践智

慧。这种实践导向的能力塑造机制，有效弥补了传

统理论教学与现实需求之间脱节的问题，为学生应

对未来社会挑战构建关键竞争力。

2.3  公共性价值

高校美育的公共性价值作为社会文化传承与创

新的核心载体，在培育社会共识、推动文明对话与

融合层面起到关键作用。具体而言，其公共性价值

呈现三个维度：其一，社会整合功能。在全球化纵

深发展的当代语境下，多元文化碰撞与价值冲突加

剧的背景下，美育通过彰显人类共通的美学理想与

情感共鸣——如对自由、公正、勇气的普遍追寻，

能够有效强化社会成员的价值认同。这种深层次的

精神认同不仅是社会稳定的根基，更转化为驱动文

明进步的内生动力。其二，文明互鉴功能。通过构

建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域的多元文化实践平台，

美育使学生得以深度认知异质文明的历史脉络、审

美范式与价值取向。这种多维度的文明对话不仅拓

展了个体的文化认知边界，更培育了学生的包容心

态，为人类文明共同体建设奠定认知基础。其三，

创新驱动功能。美育通过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

力，鼓励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尝试，

为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元素。这种创新不仅

体现在文化的交流传播上，更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

现代诠释和再创造上，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辟了

新路径和方向[6]。

3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美育实践与
    创新探索分析
3.1  以环境美化为载体，院馆育人功能“再
       提升”

基于环境美学的教育空间重构实践，学院依托

2022年竣工的崔愷院士设计专业教学楼，系统实施

建筑空间育人功能升级工程。该建筑以“构建校园

历史文脉与当代教育空间的创新性对话”为核心理

念，通过五项空间策略实现育人效能提升：其一，

采用集约化功能布局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效率；其

二，运用校园微更新技术改善区域环境品质与步行

系统；其三，植入弹性空间设计增强教学场景适应

性；其四，延续校园风貌基因并创新演绎现代建筑

语言；其五，运用场所记忆存续策略强化学科文化

认同。其创新性空间范式突破传统教室边界，通过

流动教学区、开放式通道与非正式交流空间的有机

整合，构建起激发创造性思维的沉浸式学术环境，

使空间穿行转化为知识生产行为，实体环境与学术

活动形成共生效应。

为优化专业教学楼功能使用效能及提升空间资

源利用效率，本院构建了信息化管理系统平台——

空间预约系统，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会议室、教

室、评图室及报告厅等公共空间的统筹调度与集约

化使用。在空间治理维度之外，城市设计学院充分

践行环境育人功能，通过展板宣传展示，介绍学院

历史沿革，注重学术氛围的营造，让“每一处景观

都会‘说话’”，让环境成为无言之师，着力构建

具有学科特色的文化景观体系，使物质环境承载隐

性教育功能。

3.2  依托学科优势，厚植“美的教育”
3.2.1  高质量推进“美育珞珈”工程的实践路径

作为武汉大学实施美育战略的核心载体，城

市设计学院在美育体系建设中具有示范性作用。学

院以中华美育精神为价值导向，通过构建浸润式美

育模式，系统推进审美教育的多维渗透。在实施层

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建立跨学科美育课

程体系，将审美教育有机融入专业教学全过程；其

二，形成“校园-社会”双向辐射机制，既构建校内

美育服务体系，又延伸至社会美育推广；其三，创

新美育实践范式，通过艺术创作、空间营造等多元

化手段，有效提升育人效能。

城市设计学院系统构建了以美育为核心的跨学

科通识课程体系，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23门美育类

通识选修课程。该课程体系包含《中外美术鉴赏》

《非遗艺术之美》《美的历程》等特色课程，形成

了艺术专业教育与人文学科通识教育相融合的课程

架构。在课程内容设计上，通过整合社会文化热点

议题与前沿科技发展动态，创造性引入数字艺术、

新媒体艺术等当代艺术形态，构建起传统艺术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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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审美体验的对话，有效强化了学生的创新思

维培养与感知能力。

该美育课程群凭借其创新性的教学设计，呈现

出显著的选课热度，课程选课率持续攀升，形成具

有示范效应的美育课程范式。以《非遗艺术之美》

课程为例，其教学实践构建了“认知-思辨-实践”

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块：通过非遗文化阐释模块深化

学生对文化遗产的认知维度，借助艺术现象学分

析方法引导跨学科视角的知识整合；创设沉浸式实

践，组织学生参与非遗活化创新项目，形成文化遗

产活态传承的实践路径。这种教学创新有效提升了

学生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意识，培育了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的新生代实践者，为高校美育课程与传统

文化的融合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样本。

城市设计学院构建了完善的实验教学平台，其

综合性实验中心涵盖多个专业化实验模块，包括：

三维实体模型建构实验室、陶艺材料成型实验室、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丝网印刷实践工坊、数字化设计

工作室、智能创新技术实验室、虚拟现实仿真系

统实验室、建筑环境物理性能检测实验室以及油泥

模型与快速成型技术实验室。该实验体系通过规范

化的实验流程与先进的技术设备，为师生营造了安

全、开放且功能完备的实践研究环境。实验教学环

节着重强化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与创新思维，在工

艺技术训练过程中同步实现艺术素养的提升与设计

思维的深化，有效促进了跨学科知识向实践应用能

力的转化。

3.2.2  探索课程思政和美育教育协同育人新模式

构建新型协同育人机制，城市设计学院推进

以“德”为主的课程思政和以“美”为要的高校美

育深度融合、协同育人，打造开放多元的“大思政

课”。这种教育创新实践以价值理性与审美判断的

辩证统一为内核，构建了开放性、多元化的思想政

治教育平台。

通过系统性构建校内外艺术机构与博物馆之

间的长效合作机制，深化美育教学协同创新模式

建设。2023年5月，城市设计学院与辛亥革命博

物馆共同策划“辛亥光影·艺术新声”主题特展，

集中展示城市设计学院学生革命文物精微素描创

作实践成果。教学模式的创新特征主要体现在以

下维度：首先是构建多维对话机制，通过创设文

物主题艺术创作场域，运用艺术表征手法实现革

命文物的活化阐释；其次是建构主体认知转换机

制，学生在图像叙事和视觉转译过程中实现三重

身份转变——从文化接受的受体转化为文化解析

的主体，进而转型为革命精神的传释媒介；最终

形成多向度协同效应，既拓展了“课程思政+艺术

表现”的创新路径，同时也为革命文化遗产的创

造性转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操作范式。这种艺术

教育实践，有效激活了历史文物作为意识形态载

体与审美教育介质的双重功能。

利用数字时代的AI技术创新美育的教学方法，

城市设计学院通过多元模拟开发学习场景、扩充美

学教育资源。实验教学中心打造了数智化城市空间

设计资源库与虚拟展厅平台，该创新性教学载体不

仅为教育改革提供了多模态数据支持与沉浸式学习

环境，更实现了跨学科知识体系的整合与延展，有

效拓展了学术研究视野。通过高精度场景仿真技

术，学生在虚拟空间中开展城乡空间规划设计的

创新性实践探索。该数智展厅在全国第一届数智

教育实践创新论坛暨数智教育实践创新联盟启动

会中展出。

城市设计学院在育人实践中，构建了高校美育

课程改革校内外协同发展机制，通过系统整合社会

美育资源，实施双向互动策略：其一，建立校外优

质资源引入机制，延聘徐冬冬（国家一级美术师）

、方晓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徐文涛（

湖北美术学院绘画学院院长）等艺术领域权威人士

开展学术讲座，有效拓展学生的审美认知维度；其

二，完善校内美育实践外延体系，依托“百鹤杯”

工艺美术设计创新大赛、中国研究生”文化中国”

大赛、全国大学生创新创意设计大赛等国家级赛事

实践平台，同步推进艺术考察与展演活动，以此实

现理论认知向实践能力的转化。该改革路径通过构

建沉浸式美育，不仅拓宽学生的艺术视野，营造美

育育人的良好氛围，以满足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

需求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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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学院持续推进研究生实践育人体系建

设，通过基层社会实践平台深化产教融合。其研究

生团队依托《基于情感化场景设计的乡村美育实践

研究——以楚才故里湖北省汉川市分水镇七屋村为

例》科研项目，聚焦乡村美育振兴课题开展实证研

究。研究团队通过田野调查方法，系统构建了七屋

村空间规划与场景设计策略，形成兼具文化传承与

创新发展价值的乡村规划方案。在实践层面，创新

性构建了“干部-群众-研究者”三位一体的全媒体

宣传服务体系，产出可视化成果包括：乡村形象宣

传片1部，“清廉+耕读”良辉文化美育品牌产品体

系2套，显著提升了七屋村的社会认知度与品牌影

响力。该研究成果荣获武汉大学2023-2024学年度研

究生实习实践优秀成果一等奖。

3.3  培育文化育人生态，推进高质量浸润式
       教育体系构建

城市设计学院秉持将网络育人打造为特色优

势项目的战略导向，着力深化“城设叙事”体系

建设。通过系统强化网络阵地治理机制，深入推

进学校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制度的精细化实施，构

建以“1+3+N”新媒体矩阵为核心的全媒体传播格

局，完善新闻宣传工作的制度架构。重点加强新闻

中心人才梯队建设，持续优化网络文化产品供给质

量。于2024年完成学院官方网站的全面升级改造工

程，实现数字化平台的迭代更新；官方微信公众号

持续深化”师者箴言””学子风采”等特色专栏建

设，致力于维护网络生态的清朗空间；编纂出版学

院形象宣传画册，系统梳理办学成果，构建具有示

范效应的文化传播范式。

城市设计学院创新性地探索课程思政与网络育

人机制的有效融合路径，面向研究生群体建构《大

师哲思》特色课程体系。该课程基于国家重大战略

导向，聚焦城乡规划、建筑学、景观学及设计学等

多学科交叉领域，邀请吴志强院士、李德仁院士等

十位权威学者组建师资团队，以前沿理论阐释与创

新实践解析为切入点，深度解构学科发展动态与学

术创新范式。此举不仅显著增强了课程思政的育人

效能，更在激发师生创新性思维、提升专业素养与

实践应用能力等方面形成多维驱动，从而为学术探

索与科研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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