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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学校美育，把美育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作为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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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 “大

学美术”公共类课程。

问题：

1. 中小学美育教育受到客观条件制约

尽管国家投入不断加大，但人口众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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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国家 9 年义务教育规定：中小

学艺术课程应占总课时的 9-11%，但据统计尚不足 5%。在部分欠发

达地区，大量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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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国青少年接受课外美育普及教育的机会非常少

2015 年全国美术馆举办展览 5264 个，参观人数 3088.209 万人，其

中未成年人 684.059 万，仅占全国未成年人比例的 2.12%。2015 年

上海美术馆调查显示，76% 的孩子从未进过美术馆。而在法国，走进

美术馆、音乐厅进行美育活动的家庭比例超过 70%，德国超过 60%。

从以上数据对比来看，中国的美育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明显。

3. 非艺术专业类大学本科不再开设美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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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目前澄清与修正学生的视觉认知极为重要与迫切

当代视觉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读图时代”造成图像极度泛

滥，学生视觉认知因为频繁“冲击”而麻痹与迟钝；艺术的多元格局

也造成审美标准的模糊，学生的艺术感悟因为混乱而不知所措。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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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与修正学生的视觉认知显得极为重要与迫切。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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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更多体会人类的经验，获得更好的直觉敏感与视觉感悟。

 “大学美术”教学的目的不是培养职业艺术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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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因艺术而创新，生命因艺术而润泽，精神因

艺术而升华。

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

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为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建议在大学本科阶段开设“大学美术”

公共课程：

1. 课程系统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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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课程内容设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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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激活学生的视觉思维，提升视觉素养。

3. 打造测评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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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个人视觉认知能力水平。普通人设为 1-2 层级，达到基础

教育美术课程水平为第 3 层级，较好的视觉认知素养为第 4 层级，专

业美术院校毕业的优秀本科生为第 5 层级。

2018 万捷在“两会”的提案

流动美术馆进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