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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院校艺术教育的现状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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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强对大学生的艺术教育是近年来高等教育界和社会十分关心的课题。 本

文从农林院校的实际出发 , 探讨艺术教育的功能、 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 旨在使人

们尤其是农林院校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对艺术教育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 , 并采取有

效的措施 , 加强和改进艺术教育 , 创造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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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有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就是相当多的大学生缺乏对高品位艺术的兴趣与追求 ,艺

术修养不高 , 而许多高校由于客观和主观上的原因 , 对大学生的艺术教育不够重视。 本文将

从高校艺术教育的角度出发 , 来论述高校艺术教育对学生素质的影响 , 并着重分析目前农林

院校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 提出改进的建议。

1　正确认识高校艺术教育的功能

1. 1　艺术教育对提高学生的德育素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艺术作为人们的精神食粮 , 人们的思想养料 , 对人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但它首先作用

于人们的感情 , 改变人的思想面貌 , 从而影响社会。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都是以

歌颂美好 , 鞭挞丑恶 , 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的杰出作品。它们经受了历史的检验 , 在每一个

时期都能引起人们心灵和感情的共鸣 , 陶冶情操 ,净化心灵。以优秀的文化艺术教育青年 , 能

激发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 增强他们为事业献身的精神。 许多事实证明 , 美育是德育的重要补

充 , 尤其在现代人才培养中 , 美育对德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 2　艺术教育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艺术教育是审美教育的主要手段。因为艺术是最高最集中最典型的美的形态 , 对人们具

有巨大的感染力 , 而且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贯注着艺术家鲜明的审美倾向和审美理想 , 所以

艺术教育能引导人们分清什么是真善美 , 什么是假恶丑 , 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



1. 3　艺术教育能丰富人们的知识 , 促进观察力、 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

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人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总是充满着联想和想象。欣赏者对于欣

赏对象不是被动地消极地接受 , 而是能动地积极地进行着再创造。当代科学家钱学森曾多次

谈及艺术对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益处。他说: “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的理

解 , 使得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 , 学会了艺术的广阔的思维方法。或者说 , 正因为我受到了

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 ,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 ,避免机械唯物论 , 想问题能够更宽一些 , 活

一些。” 钱学森的切身体会 , 清楚地说明 , 艺术教育能启迪人们的智慧 , 对培养高科技人才有

很大的作用。

1. 4　艺术教育能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各种各样的艺术教育 , 能锻炼人的身体 , 使人形体美。 因为艺术活动能调节神经 , 使人

心情舒畅 , 所以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2　农林院校艺术教育状况

农林院校由于学科单一 , 而且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 , 因此和其他综合性大学相比 , 在艺

术教育问题上就存在着先天不足。部分农林院校又过分强调客观上的因素 , 忽视了加强对学

生的艺术教育。这是目前农林院校对学生艺术教育不够重视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前农林院校对学生进行艺术教育的形式主要有 2种:一是开设艺术类选修课 (主要有音

乐、 美术、 摄影等 ) , 二是由团委、 学生会组织学生开展艺术活动。

学生对这 2类艺术教育的反映又如何呢? 我们对 365名农林院校的学生进行了调查。 调

查的方法是问卷和召开座谈会。在问卷调查中 , 80. 5%的学生对现行的艺术教育表示不满 ,

10. 4%的学生认为无所谓 , 9. 1%的学生认为还可以。在对学生的艺术素质调查中 ,我们发现 ,

365名学生中没有一人能完整回答出艺术的概念 , 90. 7%的学生认为艺术就是文学、音乐、舞

蹈和电影 , 88. 0%的学生认为学习艺术是为了兴趣和娱乐 , 93. 6%的学生反映 , 在小学和中

学没有系统地接受过艺术教育。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 , 一方面 , 极大多数学生对现行学校艺

术教育表示不满 , 要求学校加强对学生的艺术教育 ; 但另一方面 , 许多学生对参与学校开展

的各种艺术教育积极性不高。有些学生错误地认为 , 将来自己不会成为艺术家 , 现在就没有

必要在艺术上化时间 , 不如多学一点英语和计算机有用。

在这样的现象面前 ,有些农林院校进行了积极的有意义的探索和改革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一些农林院校对现有的课程进行改革 ,增加了艺术类课程 ;有些农林院校把艺术类课程纳

入正常的教学计划 ,改“选修”为“必修” ;一些农林院校则十分重视团委和学生会在艺术教育中

作用。团委和学生会经常举办艺术讲座、文化艺术节等形式多样的艺术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 ,增

加校园文化艺术氛围 ,使学生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这些都是目前农林院校艺术教育中可以借

鉴的成功经验。近几年 ,浙江林学院在艺术教育中 ,通过积极探索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促进了

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例如 ,学校开设的音乐欣赏课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 ,增强

了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有一学生在谈到他接受艺术教育后的体会时说: “艺术教育使

我养成了豁达坚韧的性格 ,陶冶了我的情操。由于在艺术教育中的严格、持久 ,使我养成了刻

苦、守时、善于控制自己的品德。”学校开设的《艺术概论》 ,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许多学生深

有感触地说: “通过《艺术概论》的学习 ,我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艺术 ,树立了正确的艺术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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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健康的审美情趣。”而每年一度的“校园文化艺术节” ,更为学生们所欢迎。

“校园文化艺术节”中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与竞赛 ,进一步调动了学生文化艺术活动的积极性 ,

增强了学生对艺术的兴趣 ,丰富了知识 ,培养了学生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 有一学生在谈到

参加“辩论赛”后的体会时说: “辩论不光是语言表达上的斗技斗巧 ,更是思想上的交锋 ;辩论是

智慧的竞赛 ,它需要艺术 ,更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和敏锐的思维。参加辩论赛 ,使我学到了许多书

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像这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如果学校对艺术教育采取不甚妥善的处理 , 或者一味埋怨指责学生的艺术素质不高 , 审

美能力差 , 或者干脆对艺术教育放任自流 , 使艺术教育流于形式 , 学校没有专门的分管和指

导艺术教育的部门 , 缺少较完整的艺术教育计划 , 对艺术教育效果的评价也很少过问 , 这样

的 “教育” , 效果肯定是不理想的。团委和学生会组织的一些文艺活动 , 对艺术教育虽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 , 但因缺乏专业人员的指导 , 也存在不少的问题。这种状况 , 在一些农林院校是

客观存在的 , 是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时候了。

3　加强农林院校艺术教育的措施

党和国家非常重视高校的艺术教育。 国家教委在《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把审美

教育纳入德育教育内容 , 强调对学生进行审美观念、 审美情操和审美能力的教育。许多高校

在教学改革中十分注重对学生艺术素质的培养。这对我们农林院校改进和加强艺术教育无疑

是一个极大的促进。那么 , 如何来改进和加强农林院校的艺术教育呢? 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

个方面做起。

3. 1　在观念上处理好艺术教育与德育教育、 智育教育和体育教育的关系

艺术教育是学校实施美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 , 是全面提高学生文化素质 , 促进高校建设

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人类向高度文明发展的进程中 , 艺术教育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作为当代大学生 , 不仅应该具备先进的思想 , 精深的学识 , 健康的体魄 , 而且应该具有

豁达的性格 , 高尚的情操 , 丰富的情趣。 以艺术教育为中心的美育 , 正是培养这种优秀人才

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过程中 , 美育与德育、 智育、 体育融合为一体 , 但

美育又具有与德育、 智育、 体育不同的形态 , 有着它自身的规律。

我们必须明确德育教育能带动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也能促进德育教育。这样的良性循环 ,

既有助于人才的培养 , 也有助于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我们要引导学生正确把握艺术

与科学的关系 , 一方面凭借所学专业知识来加深对艺术的感受 , 另一方面则从艺术中获得对

专业学习的特殊启发 , 从而提高学习艺术课程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3. 2　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 , 建立和完善农林院校艺术教育体系

农林院校由于学科比较单一 ,艺术教育比较薄弱 ,需要我们下决心 ,对现行的教育体制进

行改革 ,增加艺术课程 ,把艺术教育纳入正常的教学计划。同时 ,加强对艺术教育的管理力度 ,

建立专门的艺术教育管理部门 ,从艺术教育计划的制定、实施、考核到艺术教育的效果研究 ,实

行一体化。管理人员应让懂专业 ,会管理 ,有一定的艺术技能或具有较高艺术修养的教师担任 ,

专兼结合。艺术教育的场所应该相对稳定 ,要购置一定数量艺术活动所需的设备。

3. 3　对现行的艺术教育方式内容进行加工改造 , 提高艺术教育的效果

当前艺术教育效果差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 就是由于在制定艺术教育计划时 , 忽略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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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方法和内容 , 忽略了艺术教育的对象和效果的研究。 我们不仅要对艺术教育的方式和

内容进行研究 , 而且更需要对大学生的心理、 生理、 价值观、 审美观、 思想品德、 知识结构

等因素加以全面深刻的研究 , 融思想知识和技能于一体 , 使学生在这样的艺术教育中既感到

有趣有用 , 又能得到良好的品德培养。我们相信 , 这样的艺术教育一定会受到大学生的欢迎 ,

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3. 4　树立以普及为主的指导思想 , 处理好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

鉴于农林院校学生艺术素质比较薄弱的情况 ,在开展艺术教育时 , 首先树立普及的思想。

也就是说 , 要面对全体学生 , 努力完成传播艺术知识、指导艺术欣赏和培养审美能力的任务。

同时在实施艺术教育时 , 不能不注意它的思想性 , 即必须以政治方向正确和思想内容健康的

文化艺术教育青年 , 努力做好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使学生在获得必要的艺术知识的同时 ,

潜移默化地实现灵魂的净化和人格的升华。

3. 5　广开渠道 , 充分发挥共青团、 学生会在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中的作用

开展多种多样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是大学生自我艺术教育的较好方法。 农林院校的共青

团、 学生会要广开渠道 ,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同时成立一些艺术团体和协会 , 经

常组织一些文艺知识讲座、 文艺技巧学习班、 文艺沙龙以及文艺知识竞赛、 演讲、 辩论等活

动。团委、 学生会可以每年举办一次 “文化艺术节” , 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比赛 , 动员广大同

学自觉参与各种艺术竞赛 , 不断增强学生对艺术的兴趣 , 丰富学生的艺术知识 , 陶冶学生的

情操。 学校还可以邀请高水平的专业团体和艺术家来校演出和演讲。总之 , 要重视校园文化

建设 , 建设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 健康生动的校园文化。 要努力净化校园环境 , 抵制庸俗

文化趣味和非理性文化倾向 , 引导校园文化气氛向健康高雅的方向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 , 艺术教育对人的素质提高是潜移默化的 , 不可能立竿见影。 农林院校的

教育工作者必须明确其重要性 , 要有长远的目光 , 通过各种形式教育引导学生 , 真正发挥艺

术教育的效能 , 并把艺术教育长期开展下去 , 为培养跨世纪的合格人才而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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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 reng thening ar t educa tion of univ ersi ty students has been one o f subjects at t rac-

tiv e to the kingdom o f ecduca tion and society in recent y ears. Function of art education, i ts

present problems and the w ay to deal w ith i t a re discussed here in terms o f reality o f ag ricul-

tural univ ersi ties and forest ry colleges so tha t a rt education could be fully understood by the

public, especially by educato rs and students o f ag ricultural univ ersi ties and fo rest ry colleges,

w ho then take some effectiv e measures thereaf ter to st reng then and improve education of art

w ith a good envi ronment fav o rable to education of people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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