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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在今年的全国两会带

来了 5 份提案，其中多份提案关注到了中华传统文化。一份名为《关

于在非美术专业大学本科开设“大学美术”课程的提案》颇为引人瞩目。

万捷委员表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融入艺术教育细微处，把培

育创新精神作为艺术教育的内在追求，把人才培养作为艺术教育的根

本任务。尽管近年来我国对美育教育重视程度大有改观，但从整体效

果上看还是任重道远。特别是在大学阶段，非美术专业的大学本科生

并未像“大学语文”、“大学英语”、“大学体育”一样，开设 “大

学美术”公共类课程。

尚有短板

中小学生校外校内美育教育均不足

关于这份提案的出炉，万捷委员通过调研颇有感触：“尽管国家投入

在不断加大，但我国中小学阶段的美育教育仍未达到全民化普及教育

程度。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等基本国情制约了我国美育教

育普及化程度。另外，由于面临升学压力，学校普遍对非美术专业类

学生的美育课程开课不足，按照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规定：中小学生

艺术类课程应占总课时的 9%-11%，但据实际统计目前尚不足 5%。

美术专业教师缺乏也是制约美育教育普及的重要因素，在部分教学条

件较差的地区，大量存在着其他专业老师兼任美术教师的现象，专业

上存在极大欠缺，且在主观意识上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万捷委员

表示青少年接受课外美育普及教育的机会并不多，全国青少年儿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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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美术馆、音乐厅进行美育活动的家庭比例

和人次与一些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

万捷委员指出，在中小学美育教育尚且不足

的情况下，我国大学阶段对非艺术专业类大

学生也未能开设美术教育类课程。造成了我

国大学生长于“抽象与符号认知”，缺乏“形

象认知”能力的现状。而在形象认知中，视

觉占有 80% 的比重。美术正是培养“形象认

知”最有效的途径，如果学生们缺失这一认知，

审美水平将受到极大的限制，对形象事物的

理解能力较差，会对其认识纷繁复杂的形象

世界造成一定的困难。

补上这课

像学英语、语文那样重视美术教育

在万捷委员看来，美术教育作为全面提升大

学生群体视觉素养，激发想象力、创造力与

视觉认知能力的通识性教育，可以让大学生

拥有更丰富的生活与五彩的世界，让他们获

取更多体会人类的经验，让他们获得更好的

直觉敏感与视觉感悟。而 “大学美术”教学

的目的不是培养职业艺术家，更不是艺术特

长的新发现，而是源于全体学生对艺术的需

要：通过艺术无处不在的中介作用，实现艺

术化的生活与工作，体验人生的幸福感。

“像学英语、语文那样重视大学阶段的美术

教育。”万捷委员建议，首先，从课程系统

设计上，依据美术学科的特点与本提案的目

标定位，将设定的课程分为：课堂内教学，

意在通过美术学科知识与技能的介入发挥作

用；课堂外引导，超越常规课堂的体验、观摩、

交流。辅以社团活动和校园展览互动，充分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科技带来

的便利性，满足美育教育需求。其次，在课

程内容设定上，从标准上，兼顾传统与现代、

中国与西方，尽可能包容与兼容；从方式上，

有意回避过去长于知识释读的欣赏教学，突

出作品语言的视觉感知与体认，激活学生的

视觉思维，提升视觉素养。此外，还需要打

造一个科学的测评体系，按照美术学科的基

本知识、美术经典作品的释读、视觉认知，

将能力分为 5 个层级进行测试来检验大学生

美术课程学习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