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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互联网+”的背景下,高等院校的教学趋向信息化、智能化和数据化。新冠疫情爆发

期间网络授课作为主要的教学手段进入教育体系中,教育语境面临当前混融共生的双线教学时代。研究

课题通过对高校美育类课程的理解,研究分析高校美育课程现状、特点及存在问题和成因分析。根据加

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认知道德发展模式理论、MBO目标管理理论进行课程设计,进而为美育类网络

教学设计线上教学系统或终端智慧课堂,通过从学生群体、教师群体、系统平台、制度保障等方面内容

得出高校美育类网络教学的改进对策。 

[关键词] 美育；课程设计；网络教学；智慧课堂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Online Teaching Mode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Curriculu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et 

Wenxin Liao 

Gu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the teaching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nds to be 

information, intelligent and data-oriented.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online teaching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education system as a major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educational context is facing the 

dual-line teaching era of mixing and blending.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aesthetic education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research topic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existing problems and 

cause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Gardner's multiple intelligence 

theory, cognitive moral development model theory, MBO target management theory, curriculum design, and 

then design online teaching system or terminal wisdom classroom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network teaching, 

through the student group, teacher group, system platform, system guarantee and other aspects to obtain the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network teaching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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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互联网+”的时代下,教育生产力得到了新的发展和

调整。教育教学原有的组织形式、教学环境、师生关系、评价

系统都得到了崭新的发展。中国高等院校的教学更是趋向信息

化、智能化、数据化。当前大学的学生群体多为千禧年后出生,

对于网络授课的接受程度天然更加适应,对于通过数字终端进

行个性化、小众化的学习需求更加凸显。另一方面,千禧年后,

国家发布了一系列对于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美育置于全面

发展教育目的之中。近年来,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和

人文素养已经逐渐落实于高等院校的课堂教学之中。2019年,

教育部继续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提出到2035年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等学校

美育体系。经过新冠疫情的出现,疫情时代的课程教育被迫走入

了线上和线下混融共生的双线混融教学时代。而基于以上的学

生背景、时代环境、现实要求,研究主题在于在当前“互联网+”

的背景下,高等院校的学生和教师应该如何利用网络教学进行

美育课程体系的教与学。 

1 疫情期间网络教学现状调研数据分析 

1.1学生层面现状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COVID-19疫情前后高校在线

教学数据分析》通过高校教学选课系统和其他线上教学系统对

学生登入数据进行清理和整合,发现学生脱离了校园环境,在线

下访问教学选课系统的人次下降了1/4~1/2,使用移动设备访问

系统的人次下降了约7%。这也意味着大部分学生失去了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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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环境后,会有不同程度积极性的损失。原因主要为疫情带

给学生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以及线上教学失去了临场感和家

庭环境的松散,导致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the COVID-1９epidemic 

on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这篇文章中指出因为新冠疫

情,中国大学生中约25%的学生有明显的低落情感和焦虑心理,

其中不乏是因为疫情导致的学习延迟。基于此种情况如何能够

更好的进行师生教学间的互动和反馈,在缺少面对面的集中授

课的情况下,能够让学生情绪心理上从焦虑扭转为积极,适应并

主动进行线上学习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2教学机构层面现状 

在网上授课的情况下,存在的普遍而显著的问题是,由于线

上考试的复杂性,教师判定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容易偏颇,难

以评估出网上教学的真实有效性。美育类课程更是出现了被动

混乱的现状,本人目前在高校授课和与其他院校交流的现实情

况来看,大多数学生对于美育课程的选修和美育观念的形成缺

乏了解。高校对于美育类课程的选修较为混乱和狭隘,对于美育

观念的理解仍具有诸多片面的误解。学生通过传统授课环境进

行审美艺术的学习存在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因此对学校基于什么样的理念进行美育课程的设计？是否

有专门化对应的网络软件辅助学习？教师通过何种平台进行美

育课程的讲授？是否有优秀国内外优秀案例或“金课”值得借

鉴？是否可以设计专门类型的软硬件、智慧云平台进行美育教

学？是否能探索发现“互联网+”背景下智慧新课堂教学模式的

可行性？如何整合完善美育类师资建设和教学内容？等等都是

需要教学机构探究的问题。 

2 疫情期间在线教育调研分析 

根据调研美育课程的教学现状及特点,创新设计完善线上

教学系统或终端智慧课堂。从教师群体、学生群体、系统平台、

制度保障等层面得出高校美育类网络教学实际结果中存在的问

题和改进对策的探究。 

2.1学生层面在线教育调研 

2.1.1信息研究法。通过对网络大数据信息的收集、抓取、

整理,获得广泛的文本数据量。利用Python爬虫技术进行网页数

据的抓取和聚类统计,通过大数据词汇分析高校学生对于网上

授课美育类课程的学习意识、学习现状、网络教育环境、学生

心态观念等。通过选取对应的学生群体,在公开社交平台上的泛

文本数据,利用Python爬虫软件对疫情时期大学生美育类课程

的网上学习体验进行聚类分析。通过采集社交数据、b站数据、

各大网络教学平台评论数据,抓取有关与美育、网课、体验等高

关联词的相关发布内容,获得海量的数据文本后,再通过分词软

件进行词频的处理,按照谱系图统计相应数据。对于词频排名,

词频分类,得到学生对于美育类课程网络授课的真实性反馈。 

2.1.2实验法。 选取定量的高校学生,通过设置实验组和控

制组分别针对普通网络授课模式和目标管理理论的授课模式进

行阶段性对照实验。 

2.1.3问卷调查法。通过网络问卷平台收集大学生对于网络

美育类课程的授课进行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按照对象选择、问

题设置、有效收集、结果统计等方面进行网络授课方式和美育

观念的调查。调查问卷共分为三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高校

学生日常上网习惯、获取课外知识的信息来源渠道、互联网学

习兴趣接收方式。第二部分为高校学生对于网络授课的接受程

度、网络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优劣势看法。第三部分为高校学

生对于美育类课程的了解、对于审美教育的看法和意愿。调查

问卷的详细设计情况通过具体的事先走访,具体制定调查问卷,

务必科学、全面、公平、有效的进行实验。 

2.2教学机构层面教育调研 

通过选定广东省高等院校群体,调研美育类网络教学现状

及特点分析。 

第一类问卷调查选定广东省不同层次的公立、民办高等院

校(以选取的实际情况为准),问卷以匿名填写的方式分为不同

年级高校学生群体调研。 

第二类调研是通过实地调研,走访广东省不同层次的公立

和民办高等院校实地调研,得到美育类课程的开设情况、学生学

习现状,存在问题和成果分析数据。 

第三类调研是采用专项访谈的形式。具体采访高校中负责

美育类课程的教师,通过教师的视角观察和反馈美育网络课程

的相关问题,以及教学情境教学方式的变化进行针对性的实地

访谈。以上三类调研都为统计高校美育类课程教学的现状和特

点,最终制定相应的调研结果及图表分析。 

3 美育线上教学系统的理论支撑 

加德纳多元智力理论、认知道德发展模式理论、MBO(Manag 

ement by Objective)目标管理理论的合理利用可改善用在网络

教学下的美育课程教学。 

3.1加德纳多元智力理论 

首先,对于高等院校美育课程必须有效构建的重要性理论

可以从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中得到印证。传统模式的教育只

通过标准性的测试来区分学习技能掌握的高低过于片面。作为

同样具有人文需要和社会需要的美育类课程,也是学生重要潜

能应该得到开发的部分,美育类方面的特长,同样都是高水平能

力的标志,与标准化考试的优等生并无高下之分。而多元化、情

境化的教学授课的价值观,对于学生能积极主动的参与课程具

有良好积极的意义。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对于正确全面的认

识多样性的学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3.2认知道德发展模式理论 

其次,瑞士学者皮亚杰和美国学者科尔伯格等人创建的认

知道德发展模式,虽然主要是对于德育模式提出了一种可操作

性的实践方式,但高校的美育和德育处于相辅相成、协同发展的

地位,因此也可以借鉴为美育教育的发展模式,其中同道德判断

形式一样,个体的美育判断同样处在不断发展当中,经历性质不

同但也有相互关联的若干个阶段,并且按照逻辑的顺序逐步由

低层向高层展开。科尔伯格对于个体道德判断力的发展中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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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发展主要有赖于个体的道德自主性,同样,美育也不能完

全从外部强加于人,而是学生内部状态和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

产物。根据道德发展论的多项研究,可以延展出多元化的网络情

境和多样式的教学手段最适于促进个体美育的兴趣发展。 

3.3 MBO(Management by Objective)目标管理理论 

教育学理论对于美育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外,在后疫

情时代线上网络教学作为高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异地网

上终端的授课完全颠覆了传统教育学的课堂情境,本人在研究

small office,home office的企业工作方式后,我从企业管理理

论中找到了可分析研究的方法：MBO(Management by Objective)

目标管理理论。 

目标管理是近年来企业自上而下确定工作目标的一种较好

的管理方法,介于网络授课的特殊性,合理利用也可改善用在网

络教学下的美育课程教学,建立目标学生对于美育学习的目标

管理。 

目标管理理论通过美育目标为导向,以学生的美育发展为

中心,以对美的感知成果为标准,使学生组织和个人取得最佳成

果的管理方法。目标管理最广泛的是在管理企业管理领域的应

用,但对于网络教学管理采用自上而下的目标分解和自下而上

的目标期望相结合,使得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都可以得到有效

的提升,通过云端数据和平台教学软件,随时查看目标阶段的学

习效果,非常符合网上虚拟教学的特征。首先,第一阶段是进行

审美目标管理的设置,让学生暂时设置一个美育类目标预案。在

尊重学生意见的基础上,帮助学生发展积极的美育学习目标。第

二阶段,通过专门类的美育教学软件和教学平台授课,帮助学生

实现阶段目标,教师通过定期检查学习成果和信息反馈渠道自

然进行。第三阶段,达到预定的期限后(学期结束),学生首先进

行自我评估,提交反馈报告,教师通过审美目标完成情况,灵活

有效地决定教学评价。目标管理非常适用于网络教学,重视结果

的基础上主要强调学生的自主自治。 

4 线上美育教学系统设计分析 

依据当前的了解,目前的线上授课主要为录播课程、视频直

播课程或音频直播课程,同时配云班课、雨课堂,慕课等教学网

络资源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充。但由于美育类课程具有兴趣性、

系统性、长期性的课程特点,因此可以通过第二部分的大数据收

集和三类调研数据,创新设计教学系统和智慧课堂。利用网络教

学的交互性和共享性的特点,找到更适用于美育类课程的具体,

专门性的教学系统。 

“互联网+”的时代下,线上教学必须基于终端设备,把教的

范式转向学的范式的教学情境。通过创设美育类课程的网上教

学系统,设立新型的教学模式,对于网络授课进行改革和创新。

虚拟现实、人机交互环境、VR技术创设虚拟课堂,实现混合型、

翻转型、交互式多样的学习体验。通过信息技术和传统课堂的

融合,进行智慧教学系统的探索设计。通过集结优秀美育类教师,

打通院校壁垒,在互联网共通平台上组成在线式的教科研体系。

通过集中备课,融合国家对美育类课程的发展要求,开展一系列

金课活动,从而建立统一的美育类智慧课堂生态教学体系,改进

学生的学习体验。根据美育类课程开放性,系统性,长期性的特

点制定因材施教的教学评价制度。 

5 总结 

美育类课程对于提升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现

实意义。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除了标准化的学习授课之外,重

要的人文素质能力的提升对于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个人发展都产生着重要深远的影响。而网络教育是终身教育的

重要发展渠道,建立合适的美育网络教学系统,对于助力我国人

才的美学培养,教育事业的深化改革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也促使教师的教学理念进行升华,促进美育类课程教学的持续

改进和更新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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