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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艺术教育的转变与发展走向
———基于«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与«国家核心艺术标准»的比较分析

何 月 琦
(西南大学 美术学院,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１９９４年,美国首次将艺术教育确定为基础教育核心学科.同年,全国艺术教育协会联盟编制

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为美国艺术教育迈入２１世纪奠定了重要基础,也把美国艺术教育

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２１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视觉化的进一步推进,艺术教育也

迎来全新挑战.为适应社会思潮的变化和艺术教育理论自身的发展,２０１４年,美国推出了最新的«国家核心

艺术标准».通过比较美国新旧两版艺术教育标准,发现新«标准»在艺术教育理念、框架结构、教学内容设计

及课程评价上都出现了新的变化,更加注重学生学习、思考、创作的过程,强调培养学生主动思考及自主创造

的能力.新«标准»促进了艺术教育向综合性与多元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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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３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签署题为«２０００年目标:美国教育法»的教育改革方案,方
案首次将艺术教育确定为基础教育核心学科,具有与英语、数学、历史、公民与政治、地理、科学和外

语同等重要的地位.同年,“在艺术教育标准全国委员会指导下,由项目主任马赫尔曼(JohnJ．
Mahlmana)领导的全国艺术教育协会联盟编写出«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从一个

方面改进和提高美国的教育质量,使美国的教育在２０００年达到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教育部长赖利提

出的‘世界级水平’”[１].«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以下简称“旧«标准»”)为美国艺术教育迈入２１世纪

奠定了重要基础,也把美国艺术教育推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使美国艺术教育呈现出前卫性、多
元化等特点.

进入２１世纪,美国艺术教育从认识到实践都较之以前大为不同,更加趋向视觉化、多元化,艺
术教育的理念也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当代美国艺术教育在传统四大课程———美术创作、美术史、美
学、美术批评———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的跨学科内容.如在艺术教育的过程中,尝试让学生从后

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政治、社会等多个方面进行思考、研究和创作.当代美国具有代表性的艺术教

育思想有:基于社区的艺术教育(CommunitybasedArtEducation)、基于生态的艺术教育(Ecology
BasedArtEducation)、多元文化艺术教育(MulticulturalArtEducation)、视觉文化艺术教育(VisuＧ
alCultureArtEducation)、综合艺术教育(ComprehensiveArtEducation)等.其中,综合艺术教育

提倡在发展学科知识的基础上整合课程,以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和创造性思维,实现跨学科的、综
合的艺术教育.视觉文化艺术教育思想作为该领域的主流,对美国艺术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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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艺术教育理论家汤姆安德森与麦乐迪米尔布兰特提出“为生活而艺术”的教育理念,要求

在DBAE(DisciplineＧBasedArtEducation,基于学科知识的艺术教育)中加入视觉文化的内容.不

难看出,新时期的艺术教育已处于一个更新的视觉化与多元化的时代.而１９９４年的«艺术教育国

家标准»,无论对于艺术教育的认识、关于艺术教育的理念还是艺术教育的内容设计,都已不能完全

体现当代艺术教育的需求,呈现出滞后性与不适应性.因此,２０１４年,美国推出了最新的«国家核

心艺术标准»(NationalCoreArtStandards).新标准体现了美国艺术教育针对当今时代变化所作

出的敏锐反应,也深刻反映出过去２０多年里,美国艺术教育思想的发展及艺术教育策略的转变.

一、美国１９９４年与２０１４年艺术教育标准的内容及特征

(一)美国１９９４年«艺术教育国家标准»的内容及特征

１９９４年,由美国艺术教育协会联盟编制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着重论述了艺术教育的重要

性.该标准强调,艺术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明确提出:“全体学生,无论其背景如何,有无天赋或残

疾,都有权享受艺术教育及其提供的丰富内容.”[２]旧«标准»认为,艺术是认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重

要学科,“艺术学中的每一门类,有其自身庞大的学科体系———系统的技能、知识和技术.它们为学

生提供交流的手段和思维及行动的方式.每门学科还提供着有关世界和人类经验的丰富多彩的观

点”[３].旧«标准»指出,艺术教育不仅可发展学生的直觉、推理、想象以及表达和交流能力,培养其

全面而深厚的文化修养,还能帮助学生由简入繁、由浅入深、由抽象到具体地理解艺术术语、艺术创

作、艺术批评等概念,建立艺术的思维方式.

１９９４年的艺术教育标准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旧
«标准»肯定了艺术教育作为核心学科的价值,强调了艺术教育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和工具性,强调了

艺术教育的跨学科性———艺术与各门学科之间联系紧密,力求实现学校整体教育方案中课程的“相
关”(correlation)与“综合”(integration),这是１９９４版艺术教育标准的核心.另一方面,１９９４年版

艺术教育标准体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提出把艺术背后的历史、文化、民族背景等作为艺术课程研

发的基础.«艺术教育国家标准»绪论部分还指出:“美国文化的多样性是艺术教育的巨大资源,应
该充分加以利用,以帮助学生理解他们自己和他人.视觉艺术、传统艺术和表演艺术为考察美国及

世界各国文化和艺术的贡献提供了多样的视角因而,艺术课程建设的一条关键原则,是要注意

民族、民俗、传统、宗教、性别等问题,以及各种艺术要素和审美反应中的共性与个性问题.”[３]旧«标
准»反映出这样一种期待:“通过理解其他民族往往是很不同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和工作方式,达
到学会尊重和借鉴其他民族的目的.”[４]

(二)美国２０１４年«国家核心艺术标准»的内容及特征

２０１４年,美国大学理事会旗下的美国国家核心艺术教育标准联盟(NCCAS)领导团队发起并编

制出«国家核心艺术标准»(以下简称“新«标准»”).新«标准»分别由舞蹈、音乐、戏剧、视觉艺术、媒
体艺术五部分组成.编写团队通过广泛调研,反映并吸纳了大学理事会的系列研究成果以及全美

乃至全世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编写出这样一套既体现继承性又体现时代发展和具有前瞻性的

艺术教育标准.
新«标准»的基本理念与培养标准发生了重要转变,使新«标准»在制定之初便与１９９４年的旧

«标准»区别开来.２０１４年的«国家核心艺术标准»的编制是基于后现代视野下对艺术的解读以及

对后现代课程理论的认识和把握,因此不再仅以艺术学习的最终成果来评估学生,而是注重对学生

艺术学习过程的监测.首先,新«标准»强调在培养学生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学生的学习

过程;其次,强调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与创新意识、批判性思维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新«标准»反
复提出“艺术的核心在于沟通”,强调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２０１４年的«国家核心艺术标准»在绪论中指出,这是一套“新的艺术标准”.在原有标准的基础



上,新«标准»中出现了诸多如“新想法”“新探索”“新素材”“新方法”“新角度”等词汇.其“新”具体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立足点之“新”.新«标准»不再一味秉持传统的 DBAE教育思想,而是以视觉艺术为中心,

逐渐展开艺术基本学科的学习.也即立足点从以前的以学科知识为基础变为以视觉艺术为主导.
(２)教育模式之“新”.新«标准»中的“新兴教育模型和结构”凸显了视觉艺术教育的特点.其

教学设计反映了视觉艺术的四个方面,即教学围绕视觉艺术的“创作”(creating)、“展示”(presenＧ
ting)、“反应”(responding)和“关联”(connecting)四个方面展开,每个方面均有与之对应的“持续理

解”(EnduringUnderstandings)标准及“基本问题”(EssentialQuestions).
(３)教学内容与方法之“新”.新«标准»强调开展视觉艺术的学习,运用视觉的语言和方式,为

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与体验环境.同时,编者意识到只有关注创作的过程才会有令人惊喜的结果,
因此强调转变教师固有的评价思想,反对以作品作为评价学生学习的唯一依据,提出评估学生的学

习过程,并为此设计了多元化的评估方式,这种评估反映在“创作”“展示”“反应”“关联”四个方面.
这一标准既是对学生提出的更高期望,也是对教师提出的更高要求.

二、美国１９９４年与２０１４年艺术教育标准的比较分析

无论是１９９４年还是２０１４版的美国艺术教育标准,都准确把握了视觉艺术教育的关键点与发

展方向,但新«标准»中增加了视觉艺术领域的最新成果,表述也更加清晰和明确.除此之外,新«标
准»强调艺术教育的核心在于发展学生的能力和素养,认为强调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ArtLiteraＧ
cy)能促进教师把重心转移到关注学生的学习目标与过程上.新«标准»不仅是对旧«标准»的继承

和发展,更值得一提的是,新«标准»还意识到了创新课程和培养学生的技能、创造力及探索精神的

重要性.
(一)理念的转变———“哲学基础”与“终身目标”凸显艺术素养

旧«标准»虽然对视觉艺术的内涵给予了明确界定,但具体如何有效开展视觉艺术教育,如何体

现其独特性,却没有给予明确、详细的指导,只是笼统地提出应发展学生对视觉艺术作品的描述、阐
释、评价和反应能力.

而２０１４年新«标准»认为,艺术素养(ArtisticLiteracy)是连接“哲学基础”(PhilosophicalFounＧ
dations)与“终身目标”(LifelongGoals)的桥梁,并提出了“艺术素养”的概念:是指在艺术学习中,
通过象征和隐喻的特有艺术形式,流畅地使用艺术语言进行创造、表现、制作、展示、回应和连接的

能力.它体现了一个具有艺术素养的人,具有将艺术知识、技能迁移到其他学科、环境和情境之中

的能力.２０１４年新«标准»确立了一套哲学基础和终身学习目标,目的在于阐释艺术素养的理论基

础和培养目标,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５]:
(１)作为交流媒介的艺术:具备艺术素养的公民能够运用各种艺术媒介形式及象征、隐喻手段,

去独立进行创作,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且能够对他人的艺术创作作出回应、分析和解释.
(２)作为实现个人创造力的艺术:具备艺术素养的公民能够至少掌握一个艺术门类,能够熟练

地参与到艺术创作、表现和回应的活动中,并形成足够的竞争力.
(３)作为文化、历史和连接物的艺术:具备艺术素养的公民能够认知并理解不同历史时期和文

化背景下的艺术,并积极探索和欣赏经久不衰的、具有内在意义的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艺术作品;能
理解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联系,具有辨识艺术样式的能力,能领会艺术和其他知识之间的关联.

(４)作为获取幸福的手段的艺术:具备艺术素养的公民能通过参与不同类型的艺术活动,获得

快乐、灵感、宁静,以及促进智力的发展,提升生活的品质.
(５)作为促进社区建设的艺术:具备艺术素养的公民能够积极探寻艺术经验并支持本地、本州、

全国乃至全球的艺术建设.



由此,新«标准»实现了艺术与其他学科、社会生活和未来的衔接,为提升学生的技能、认知和培

养具有艺术素养的现代公民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结构的转变———“创作”“展示”“反应”“关联”支撑目标框架

旧«标准»中的视觉艺术框架把学习过程笼统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幼儿园至四年级、五年级至八

年级、九年级至十二年级,每个阶段均围绕内容标准与成就标准展开六项基本能力的训练.但一方

面,旧«标准»对各个阶段学生提出的要求并未体现差异性,导致低年级的学生被忽略,使其因为不

能较好地理解某一方面的内容而不能很好地实现学习目标;另一方面,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成长环

境和视觉经验,有些学生的艺术敏感会弱一些,有些学生则可能更具天赋,但旧«标准»并未对此作

任何区分,尤其在教学策略上.即使在第三阶段中,旧«标准»对每门艺术学科设有“熟练”和“高级”
两个等级标准,但这些标准也并不是体现学生能力的阶段性标准.

新«标准»在整体结构的设计上比旧«标准»更为科学和规范.新«标准»强调艺术学习的过程,
将艺术课程的结构分为“创作”(creating)“表演/展示/制作”(performing/presenting/producing)
“反应”(responding)“关联”(connecting)四个部分.其中,“表演”针对的是舞蹈、音乐和戏剧,“展
示”针对视觉艺术,“制作”主要针对媒体艺术.每一部分均有“核心标准”(AnchorStandard)、“持
续理解”(EnduringUnderstanding)标准和“基本问题”(EssentialQuestions),它们贯穿美国学生从

学前到高中的整个艺术学习过程.针对“创作”“展示”“反应”“关联”这四个方面,新«标准»制定有

每个年级的学习目标,包括应解决什么问题、完成什么任务、达到什么能力水平.每阶段教师给予

学生什么样的引导、学生如何进行自我评价、教师如何开展教学评估等,新«标准»也都有明确阐释.
新«标准»中的艺术学习目标(此处以视觉艺术为例)具体如下:

(１)创作.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表现能力.要求学生不仅会想,还要会做;不仅要辨识不

同材料,还要理解不同材料所带来的不同艺术感受.
(２)展示.要求学生理解作品展示与环境、空间、社会的关联,理解美术馆等其他艺术作品展示

场所的意义,为培养艺术理解力做铺垫.
(３)反应.体现学生对艺术的敏锐度,既能理解作品的真实意图,也能敏锐捕捉作品主题与现

实的关联.即:要求学生建立一套自身的审美机制,拥有艺术感知力和艺术理解力,能运用艺术批

评等手段诠释及分析自己与他人的艺术.
(４)关联.要求学生完全进入一种审美状态去分析艺术创作的背景,理解艺术与历史、社会、文

化、经验、环境等各方面的关系.在这一环节中,新«标准»对学生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理解艺

术如何与社会、历史、文化,与创作者个人经验、知识背景等发生关系,并受到社会环境与时代观念

的影响.
由此可见,新«标准»将艺术看作是一种重要的认知途径和交流手段,支持学生通过与不同材

料、媒介、资源、文化的接触,实现艺术与其他学科的联接.
(三)内容设计的转变———“持续理解”与“基本问题”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旧«标准»中未明确提出学生在各阶段应解决的各类问题,主要通过“内容标准”与“成就标准”
概括性地要求学生应该知道什么,对学生的学习成果,也主要依赖教师个人的经验和专业素养进行

评估.总体上,旧«标准»缺乏明确而具体的指导,而新«标准»的内容设计则更加科学和清晰.

１“基本问题”支撑学生的“持续理解”

２０１４年的新«标准»对１２个年级的学生分别提出要求,这些要求体现于“核心标准”“持续理

解”与“基本问题”中.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和艺术学习所需的知识与技能,新«标准»提出了

具体的要求,并给出了相应的指导.“核心标准”旨在为学生的学习做总体规划;“持续理解”标准在

于为学生提出更为持久的理解与学习要求,并为下一阶段的学习打好基础;关于“基本问题”,新«标
准»编写团队指出,“不是每一个命题的探讨到最后都会有明确的答案”,“基本问题”的设置旨在“鼓



励学生思考、质疑,并延伸出对更多问题的探讨”,通过头脑风暴,帮助学生理解学习主题.“基本问

题”可以支撑并引导学生进行“持续理解”.

２“持续理解”补充并深化“基本问题”
“持续理解”立足于艺术学科,同时又跨越艺术学科,以引导学生主动理解不同领域的知识,并

为持续性评估提供依据.“持续理解”标准有助于教师准确评估学生的诠释、理解、分析、应用和评

价等能力.相对“基本问题”,“持续理解”标准具有更长远的意义.２０１４年新«标准»中共有近２００
个“持续理解”标准贯穿学前至高中的艺术教育,每一个“持续理解”标准都是为了跨越本年级并为

下一阶段做准备.“持续理解”标准所涉及的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５]:“培养创造力和创造性

思维”;“实验并运用形式、结构、媒介及各种新型材料参与创作”;“对作品进行修改、批评、反思”;
“考虑作品展示环境、空间等因素的关系”;“培养鉴赏和理解力”;“促进个人审美经验与情感形成”;
“参与艺术批评”;“形成对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认知与理解”.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新«标准»所设

计的内容是基于对“核心标准”的准确认识和定位,且“持续理解”和“基本问题”相互补充、互为支

撑,共同架起一个严谨、合理的结构;另一方面,“持续理解”从学生开始接触艺术,就对其每一阶段

的艺术学习、认知提出了相应的艺术建议,以避免中间出现脱节,并从发展创造力到最终达到一定

的审美高度都给出了详尽的建议.

３ 以问题带动教学

在２０１４年新«标准»中,与“持续理解”配套的是开展提问式教学,以问题推动学生的学习与思

考,以问题带动教师的教学.这种“提问式教学”不是出现在某一年级或某一年龄阶段,而是贯穿整

个艺术教育过程.从“基本问题”设计的逻辑来看,“问题”均呈现一个层层推进的关系,每一组问题

内部也包含递进关系;从提问的对象而言,新«标准»对不同年级学生提出的要求均不相同,比如视

觉艺术创作中的问题设计,对学前班儿童的要求是学会与他人分享材料,而对八年级学生提出的要

求则是在艺术创作和设计过程中,对开放性资源有道德和法律意识,从中体现出针对不同阶段的学

生“问题”的差异性与灵活性;就“问题”的设计而言,“问题”前后连贯且重在引导学生的认识与思

考,使学生在创作或接触各类作品时会主动带着“问题”,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思维,并以口头、
书面及其他形式展示自己在解决所设问题上的能力.问题设计的目的不是给出标准答案,而是注

重解决问题的过程,激发学生通过询问、质疑、理解达到掌握知识和技能的目的[６].
(四)课程评价———基石性评估模式

２０１４年新«标准»的一大亮点———基石性评估模式(ModelCornerstoneAssessments)———是美

国艺术教育领域课程设计的一个重要特色.“基石”原意是指用作建筑物基础的石料,“基石性评

估”是指基于“逆向式设计”(ABackwordsDesignApproach)思路———先确定教学目标,然后设计

一套相应的教学方案,并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和深入研究,挖掘、消化和吸收蕴含在其中的知识、方法

及经验———的一种评估模式.“逆向式设计”注重学习的过程,以学习目标促进学生知识技能的增

长,旨在促进学生理解学习内容,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基石性评估”借鉴“逆向式设计”思路,通
过设定一个学习主题,并围绕该主题设计四至五条简短的评估描述[７],最终把这些评估描述嵌入到

课堂教学之中.这些评估描述不是将学科知识与技能要求进行简单罗列,而是根据“创造”“展示”
“反应”“关联”这四个方面的要求,创设真实情境,让学生熟练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

“基石性评估”在教学之初便设立与学习主题相对应的评估描述,提出具体的学习目标.但新

«标准»的编写团队指出,设置“基石性评估”并不是建议所有的学生都以同样的方式、相同的评价标

准接受评估.“基石性评估”意味着教师需要筛选有丰富内涵且具有批判性、符合评价标准的案例

嵌入课程之中,并为各年级的学生评估创建真实的情境,从而将旧«标准»中的定性评估转化为真正

的量化评估.
总的来说,“基石性评估”更加注重学生学习、思考、创作的过程,强调学生的经验积累,而“持续



理解”与“基本问题”为情境式教学、主题式教学评估提供了依据.

三、美国艺术教育的发展走向

新«标准»强调,为培养学生发展艺术素养的能力,主张通过艺术教育实现学生的自我表达.建

立标准是为培育学生的创造能力、自主选择能力提供指导和依据,鼓励学生自主发现、自主探索、自
主表达,基于自身的知识体系和生活经验诠释自己对艺术、对社会、对世界的思考和看法.

(一)坚持艺术教育核心理念

１９９４年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作为美国首个国家艺术教育核心标准,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

作用.新«标准»相对旧«标准»而言,设计更加规范,内容更加清晰,标准更为具体,有利于艺术教

师、参与者和创作者理解视觉艺术内涵、发展视觉思维、提高艺术素养.比较新旧两版«标准»,可以

发现２０１４年新«标准»是１９９４年旧«标准»的深化,一些最基本的核心理念并没有动摇.
第一,强调艺术教育面向全社会,认为每一个儿童都享有接受艺术教育的权利.新«标准»中还

明确提出把特殊教育也纳入标准实施范围.不仅如此,新«标准»还更加强调艺术作为终身学习的

目标,不仅要普及到每一位公民,还要贯穿一个人的始终,把艺术作为提高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的

一种手段,以培养具有艺术素养的现代公民为目标.
第二,强调艺术教育的综合性.在新«标准»中,跨学科学习的内涵扩展到对网络资讯的掌握,

对多媒体、新材料、影像资源的运用上.同时要求在艺术教育中融入历史、科学、自然、公民与政治、
生态环境、艺术心理等领域的知识,强调艺术与生活、与社会正义的结合.

第三,强调艺术教育中多元文化的融合.新«标准»特别强调文化多样性是一笔巨大的资源,应
充分加以利用,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自己与他人.新«标准»要求艺术教育中,要关注民族、民俗、
传统、宗教、性别等问题以及各种艺术要素和审美反应中的共性与个性问题,对学生理解文化多样

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学生从多元文化观出发,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社会学和

艺术学的理论来开展批判性思考和研究.
(二)艺术教育趋向多元化、综合性

美国艺术教育新旧«标准»的核心理念与定位是一致的.新«标准»明确提出,艺术教育应该多

元化.当下,美国艺术教育的综合性、多元化发展已成为主流,学生在学校即可接受一种“综合的、
多元化的”视觉艺术教育.一方面,综合性、多元化的艺术教育不仅要求艺术教师要不断增加知识

储备,还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加强不同知识间的衔接与联通,关注自身与周围环境和社会的联

系;另一方面,要求艺术创作和教学既要融入多样化的媒介材料,也要融入科技元素,不能忽视科技

强大的生产力和影响力,这也是美国艺术教育综合性和多元化发展的信号之一.

四、启　示

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中小学艺术教育改革,并提出了培养学生“艺术核心素养”的理念,美国

２０１４新«标准»对我国正在推进的艺术教育改革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首先,美国２０１４新«标准»提出通过艺术的手段,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以及沟通与团队协作的能力,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何为“艺术核心素养”、理解

技能与素养之间的关系.
其次,美国２０１４新«标准»强调在视觉艺术课程中要注重发展多元文化,强调跨学科学习和培

养学生的知识运用与迁移能力,这对我们充分开发艺术课程、整合艺术教育资源,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新«标准»对相关术语如“艺术”“手工艺”“设计”等给予了明确界定,并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新
增了关于“媒体艺术”的标准,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学习目标.新«标准»更加强调媒体艺术的技术性、
实验性和创造性,充分肯定了媒体艺术作为视觉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体现了视觉文化影响的



扩大.另外,新«标准»中最大的改变来自于由关注艺术和艺术家转为关注设计和设计师,这反映了

设计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得到强化和提高.
第三,２０１４年新«标准»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和评估体系,成为美国艺术教育的重要部

分.新«标准»的结构设计,反映了艺术活动的真实步骤,发展每一阶段的“持续理解”能力,都会为

跨入更高年级打下坚实基础.新«标准»的内容安排和问题设置前后贯穿、逻辑连贯,为我们研究学

生艺术学习过程、完善艺术教育评价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美国艺术教育标准理念先进、内容丰富,需要仔细研读,笔者谨以此文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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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１９９４,theUSNationalArtEducationAssociationestablishedthefirstNationalCoreArts
Standards(NCAS),whichfirstmadeartseducationacoredisciplineofbasiceducation,andpromoted
theAmericanarteducationtobe“worldＧclasslevel”．Inthe２１stcentury,withthefurtherdevelopＧ
mentofeconomicglobalization,multiculturalismandvisualizationofinformation,artseducationis
facingnewchallenges．In２０１４,theUnitedStatespublishedthelatestNCAS．BycomparingthedifferＧ
encesbetweentheoldandnewstandard,thispapersummarizesthechangesoftheconcept,strucＧ
ture,coursecontentandevaluationinthenewNCAS,Thatistopromotestudents＇creativethinking
andinnovationthroughfocusingontheprocessoflearning,creatingandthinking．Thenew NCAS
promotedarteducationtotransformintoavisualizedanddiversifiedteaching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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