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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审美教育满意度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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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师范生审美教育是促进师范生专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全面了解我国师范生审美教育的现状

与问题,自编问卷实施调查。调查发现:师范生对审美教育的整体满意度尚可,但仍有提升空间;师范生所在

学校均开设了美育课程,但课程类型、内容和呈现方式还有待丰富;美育资源建设表现不佳,多数高校忽视美

育专题网站和美育线上资源建设;美育学科渗透不足,专业课教师大多没有美育渗透意识。按影响力大小对

影响师范生审美教育满意度的因素进行排序,分别为技术融入、校园环境、学科渗透、美育资源和美育课程。

为改善师范生审美教育现状,提升师范生审美教育满意度,需要美育课程立体化、美育资源多样化、学科渗透

常态化、技术融入情景化。

关键词:师范生;审美教育;问卷调查;美育课程;美育渗透

中图分类号:G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21)04-0056-09
基金项目:四 川 外 国 语 大 学 教 改 项 目“新 媒 体 技 术 融 入 高 校 美 育 课 程 教 学 的 探 索 与 实 践”

(JY1965265),项目负责人:唐晓玲。

作者简介:唐晓玲,教育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问题的提出

审美教育也即美育,由席勒在《美育书简》
中首次提出。席勒认为,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

的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育,因为正是通过美,

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在席勒之后,美国实用

主义哲学家杜威提出了成套且有影响的美育

理论体系。该体系建立在其经验主义哲学基

础之上,即美育经验产生于人与外界的互动。

我国政府对学校美育颇为重视。2015年底,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

美育工作的意见》是第一个国家层面关于美育

工作的专门文件,为推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作

出了全面部署。2019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切

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
下简称《高校美育意见》),对新时代高校美育

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为高校美育工作提供了

行动指南,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

素质人才提供了制度保障。

师范生是未来教师,高校对师范生进行审

美教育具有特殊意义。杜威、格林和埃斯纳等

学者主张通过美学方法促进师范生的专业发

展,将审美教育视为职前教师素养形成的必要

条件。杜威认为,审美教育离不开艺术,艺术

可以扩展意义和充实体验,提供丰富而复杂的

整合经验,促使学习者调动所有感官和可用资

源形成理解,并以此培养理解力[1]。格林认为,
审美经验是充满希望、富有想象力和变革的,

参与者可以以多元方式思考并释放想象力。

不同形式的艺术使人们从自我体验中收获满

满,学会正确规划人生、学习与人相处以及处

理棘手问题等,不断超越现实自我,向理想自

我迈进[2]。麦奎尔断言,通过艺术方法可以让

学生根据创新经验形成新的联想和意义[3]。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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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开辟了一个文化和社会的大舞台,并提供了

与他人分享经验的反思空间,助推参与者作出

创造性反应[4]。因此,对师范生进行审美教育

有助于促进师范生的理解力、创造力和学习

力,是提升师范生专业素养的重要途径。针对

如何对师范生进行审美教育,在教育内容上,

有学者指出,美育课程不同于美学课程和艺术

课程,它包含了美育基础理论,也包含了艺术

鉴赏和批评,还包含了对于自然美、社会美和

人生美的体悟[5]。还有学者提出高校美育五圈

课程体系,包括综合美育课程、艺术审美与训

练选修课程、专业课程审美化、兴趣小组和社

团活动课程审美化、潜在课程审美化。在教学

方法上,有学者提出采用“体验式”教学法培养

“立体式”人才[6]。在美育途径上,有学者提出

开设美育基础课程、组织多样美育活动、开展

学科美育渗透、美化校园环境和创建美育专题

网站等[7]。

当前师范生美育工作已取得一定成绩,在

育人导向、结构布局、课程建设、美育活动和资

源保障上持续向好,但师范生美育工作仍是高

等教育的薄弱环节。《高校美育意见》指出,普

通高校要强化面向全体学生的普及艺术教育,

即构建课程教学、实践活动、校园文化和艺术

展演“四位一体”推进机制。本研究试图采用

问卷调查法,深入了解师范生审美教育的现

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策略,着力回答以下

问题:(1)师范生审美教育现状如何,具体包括

美育课程的开设、美育活动的开展、美育资源

的建设等现状调查;(2)师范生对学校的审美

教育是否满意,满意程度怎样;(3)师范生审美

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各因素的影响

力大小如何。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建

议,以改善师范生审美教育现状、创新审美教

育方法。

二、问卷编制与质量检测

为了解师范生审美教育现状和满意度,挖

掘影响师范生审美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自

编问卷,并对问卷进行信效度检测,以确保问

卷质量。

(一)问卷编制

综合运用文献法和专家咨询法自编问卷,

问卷内容涵盖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和对学校

审美教育的满意度。问卷第一部分为学生的

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级、院校类型,用于了

解问卷对象来源。问卷第二部分依据上述五

圈层课程体系和美育实施途径等设置问题,共

8个维度,用于了解师范生审美教育现状及满

意度。维度一为“师范生对美育的认识”,包含

对美育内涵的认识、参与美育选修课程的情

况、对美育地位的认识、是否喜爱美育、对美育

促进自身发展的认识等5个题项;维度二为“开

设美育课程情况”,包含美育选修课程开设情

况、美育课程的种类、美育课程的师资、美育课

程的呈现方式、美育课程的具体内容等5个题

项[8];维度三为“组织的美育实践活动”,涵盖美

育活动是否丰富、艺术社团影响力如何、美育

活动的形式是否多样、美育活动是否促进自身

审美素养、学校是否鼓励学生参与美育活动等

5个题项;维度四为“开展美育学科渗透”,包含

其他课程融入美育的意识、学校是否明确规定

将美育渗透到其他专业课程、学科美育途径、

利用美育辅助专业课程教学、其他课程教师传

授美育思想等5个题项;维度五为“校园环境的

美化”,包含学校让学生参与校园环境美化情

况、学校是否有意识地美化校园环境、学校的

环境建设能否与校园文化契合、学校是否会定

期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所在大学的校园环境是

否被外界一致认可等5个题项;维度六为“美育

资源建设”,包含创立美育专题教育网站、开设

线上美育课程、美育专题网站的利用情况、线

上线下学习融合情况、网络资源内容更新和丰

富情况等5个题项;维度七为“审美教育的技术

融入”,涵盖美育课程利用新技术情况、技术融

入是否提高学习积极性、技术融入是否提升课

堂效率、教师利用线上资源情况、技术融入是

否扩展美育知识等5个题项;维度八为“学生对

审美教育的整体满意度”,包含对审美教育的

整体满意度、对美育课程的满意度、对课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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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满意度、对校园环境的满意度、对美育活

动的满意度等5个题项。以上各维度间联系紧

密:美育认识是学校实施审美教育的前提,课
程开设和活动实施是审美教育的基础,学科渗

透和校园文化是提升学生审美素养的辅助手

段,资源建设和技术融入是学校审美教育的重

要支撑。

8个维度中每一维度均包含5个题项,问
卷共计40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即
“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一般符合”“比较

符合”“完全符合”,对应的分值分别为1、2、3、

4、5。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投放给本科院校

非艺术专业的师范生,剔除答题不全或固定反

应的无效问卷后,实得有效问卷1475份。参

与问卷 调 查 的 对 象 中,从 性 别 上 看,男 生 占

46.84%,女生占53.16%;从年级上看,大一学

生占32.89%,大二学生占25.13%,大三学生占

29.41%,大四学生占12.57%;从所属院校性质

上看,中央高校和地方高校学生的占比分别为

47.11%和52.89%。
(二)问卷的质量检测

1.问卷的信度分析

为测量问卷的可靠性或稳定性,采用克朗

巴哈信度与折半信度两种信度进行检验。若

信度系数高于0.8,则说明问卷信度高;若信度

系数介于0.7至0.8之间,则说明问卷信度较

好;若信度系数介于0.6至0.7之间,则说明问

卷信度可接受;若信度系数小于0.6,则说明问

卷信度不佳。通过量表各维度及总量表的信

度检验发现,无论是克朗巴哈α信度系数还是

折半信度系数,各维度及问卷整体的信度系数

均高于0.8,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具体

见表1。

表1 调查问卷各维度的信度系数

维度一

(A1)

维度二

(A2)

维度三

(A3)

维度四

(A4)

维度五

(A5)

维度六

(A6)

维度七

(A7)

维度八

(A8)
Cronbach’sα 0.839 0.922 0.930 0.953 0.911 0.918 0.932 0.947

折半系数 0.806 0.860 0.869 0.916 0.890 0.918 0.904 0.873

  2.问卷的效度分析

问卷题项的构建是根据问卷各维度所涵

盖的要素设定的,需要检验各维度测量模型的

适配度,也即计算各维度的收敛效度。收敛效

度指测量相同潜在特质的题项是否落在同一

个因素构面上[9]。用维度一的5个题项建构测

量模型,在 Amos22.0软件中检验模型质量,

结果显示,卡方与自由度比值=1.827<3,RM-
SEA 值=0.046<0.08,AGFI值=0.907>0.9,

GFI值=0.966>0.9,均达到模型适配标准。

标准化估计结果表明,5个测量指标的因子负

荷量均大于0.5,表明5个题项能准确测度“师
范生对美育的认识”。用同样的方法检验其余

维度,均能通过检验,其中:维度八中5个题项

的因子负荷量远大于0.5,优于其他测量模型。

适配度检验全部通过,表明测量模型的收敛效

度很好。具体见图1。

图1 维度一与维度八的标准化测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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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分析与发现

(一)师范生审美教育现状及满意度

师范生审美教育现状通过8个维度中具体

题项的得分均值来加以体现,分值越高则表现

越好。维度一中5个题项的得分均值分别为

3.29、3.47、3.84、3.77和3.64,可见,师范生对美

育内涵的认识不够,参与的美育课程不多,而
对美育的作用认识较好,对美育本身也较感兴

趣。维度 二 中5个 题 项 的 得 分 均 值 分 别 为

3.80、3.54、3.68、3.56、3.52,表明绝大多数学校

都开设有美育课程,教师的专业水平尚可,但
美育课程的类型、美育课程的内容、美育课程

的呈现方式还有较大改进空间。维度三中5个

题项的得分均值分别为3.71、3.52、3.56、3.52、

3.65,表明学校组织美育活动和鼓励学生参与

美育活动的情况较好,但艺术社团的影响力、

美育活动的形式和发挥的作用稍差。维度四

中5个 题 项 的 得 分 均 值 分 别 为3.31、3.31、

3.40、3.34和3.45,表明在专业课程渗透美育方

面各题项均表现不佳。维度五中5个题项的得

分均值分别为3.43、3.79、3.76、3.76和3.75,得
分较低的题项为“学校会让学生参与校园环境

美化”,表现较好的题项为“校园环境美化”“校
园文化建设”和“外界认可度”。维度六中5个

题项的得分均值分别为3.01、3.58、3.06、3.12
和3.18,仅有第二个题项“我乐意参加线上美

育课程”的分值稍高,其余题项的得分均较低,

如“学校建立美育专题网站情况”和“线上线下

资源结合情况”表现均差。维度七中5个题项

的得分均值分别为3.52、3.59、3.56、3.52和

3.59,得分值较为接近,表明美育课堂中融入多

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线上资源情况均表现尚

可。维度八为师范生的审美教育满意度,5个

题项的得分均值分别为3.55、3.52、3.55、3.74
和3.57,从得分均值可见,师范生对校园环境

的满意度最高,对美育课程、课堂教学、美育活

动以及对审美教育的整体满意度尚可。

8个维度的得分均值集中在3~4之间,其
中:校园环境综合得分最高,为3.70;其次是美

育课程情况,得分3.62;师范生对美育的认识、

美育活动的开展、技术融入和审美教育整体满

意度得分值相差不大,分别为3.60、3.59、3.56
和3.59,集中于3.55~3.60之间;得分最低的

是美育资源建设和美育学科渗透,得分值分别

为3.19和3.36。根据以上调查结果可知,各高

校均重视校园环境美化且开设了美育课程,得
到学生普遍认可,但在美育资源建设和美育学

科渗透上表现不佳。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8个维度得分均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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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维度间的相关关系

统计分析8个维度两两间的相关关系发

现,8个维度均存在相关关系(P=0.000<
0.01),具体见表2。师范生对美育的认识与其

余各维度的相关系数较小,集中在0.3至0.5
之间,即存在低度相关关系。其余维度两两间

均呈显著中度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5至0.8
之间。其中:美育活动与学科渗透的相关系数

较高,为0.766;学科渗透与美育资源的相关系

数也较高,为0.743;技术融入与满意度相关系

数较高,为0.763。这表明:重视开展美育活动

的学校也重视美育的学科渗透、校园环境建设

和技术融入,注重全方位提升师范生的审美能

力;重视美育学科渗透的学校,也重视美育资

源建设,能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与数字资源进行

审美教育。
表2 8维度两两间相关关系

美育认识 美育课程 美育活动 学科渗透 校园环境 美育资源 技术融入 满意度

美育认识 1 0.409** 0.468** 0.478** 0.385** 0.354** 0.457** 0.400**

美育课程 0.409** 1 0.695** 0.642** 0.648** 0.561** 0.661** 0.652**

美育活动 0.468** 0.695** 1 0.766** 0.660** 0.624** 0.642** 0.658**

学科渗透 0.478** 0.642** 0.766** 1 0.654** 0.743** 0.689** 0.703**

校园环境 0.385** 0.648** 0.660** 0.654** 1 0.612** 0.650** 0.683**

美育资源 0.354** 0.561** 0.624** 0.743** 0.612** 1 0.702** 0.689**

技术融入 0.457** 0.661** 0.642** 0.689** 0.650** 0.702** 1 0.763**

满意度 0.400** 0.652** 0.658** 0.703** 0.683** 0.689** 0.763** 1

  注:**表示p<0.01。

  (三)师范生审美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对调查问卷结果的描述性分析发现,师范

生对审美教育的整体满意度尚可,但仍有较大

提升空间。在“我对学校美育整体上满意”一
题中,有2%的同学选择“完全不符合”,有10%
的同学选择“比较不符合”,有36%的同学选择

“一般符合”。学生对学校审美教育的整体满

意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审美教育的质量。

其余7个维度,即师范生对美育的认识、美
育课程、美育活动、学科渗透、校园环境、美育

资源、技术融入是否对师范生审美教育满意度

产生影响? 影响力大小如何? 利用SPSS回归

分析统计法,将满意度设置为因变量,将美育

认识、美育课程、美育活动、学科渗透、校园环

境、美育资源、技术融入设置为自变量,建立回

归模型,探究师范生审美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因

素。将自变量采用直接输入方法进入回归模

型,调整后的R2 为0.678,D-W 值为2.014,方
差分析中的 F 值为113.345,显著性水平为

0.000,表明现有数据适合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模型中,常数项、美育认识和美

育活 动 的 显 著 性 值 分 别 为0.124、0.670和

0.266,均大于0.05不显著,因而不能纳入回归

方程。共线性诊断中,容差值在0至1之间,共
线性诊断通过。详见表3。

表3 回归分析模型摘要表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Beta
T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资料

容差 VIF
常数 0.223 0.144 1.541 0.124

美育认识 -0.017 0.039 -0.015 -0.427 0.670 0.719 1.391
美育课程 0.091 0.042 0.099 2.159 0.031 0.412 2.427
美育活动 0.057 0.052 0.057 1.113 0.266 0.324 3.082
学科渗透 0.126 0.054 0.131 2.344 0.020 0.277 3.614
校园环境 0.187 0.047 0.179 4.020 0.000 0.433 2.312
美育资源 0.138 0.047 0.142 2.943 0.003 0.370 2.706
技术融入 0.373 0.050 0.361 7.392 0.000 0.361 2.767

  第一次回归分析发现回归方程不能容纳 所有变量,有必要采用复回归方法中的逐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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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进行第二次回归分析,回归过程同样设置7
个自变量和1个因变量。模型进行了5次迭

代,调整后的R2 最终达到0.679,显著性值为

0.000,小于0.05。共线性诊断中,容差在0.3
至0.5之间,共线性诊断通过。但常数项的显

著性值为0.083,仍不显著,故需进行第三次回

归分析。

第三次回归分析去掉常数项后,投入的7
个自变量中有5个自变量对“满意度”因变量具

有显著影响力,根据解释变异量的大小排序,

依次为“技术融入”“校园环境”“学科渗透”“美

育资源”“美育课程”,显著性改变的F 值分别

为518.650、62.944、30.295、8.534、6.716,显著

性水平均小于0.05。5个自变量对“满意度”的
解释力分别为58.2%、6.1%、2.7%、0.7%和

0.6%,共同解释了变异量的68.3%。“美育认

识”和“校园环境”不影响学生对审美教育的满

意度。利用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可得到回归方

程。满意度=0.372*技术融入+0.196*校园

环境+0.146*学科渗透+0.141*美育资源+
0.104*美育课程。详见表4。

表4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摘要表

投入变量顺序 R R2 R2 改变量 F 值 净F 值改变量 B Beta

技术融入 0.763a 0.582 0.582 518.650 518.650 0.372 0.360
校园环境 0.802b 0.643 0.061 333.979 62.944 0.196 0.188
学科渗透 0.818c 0.670 0.027 250.332 30.295 0.146 0.152
美育资源 0.823d 0.677 0.007 193.705 8.534 0.141 0.145
美育课程 0.827e 0.683 0.006 158.708 6.716 0.104 0.113

  标准化回归系数是进行标准化分数转换

后计算得到的数据,代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相

对重要性,技术融入、校园环境、学科渗透、美

育资源和美育课程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360、

0.188、0.152、0.145和0.113。可见,师范生审

美教育的满意度受技术融入、校园环境、学科

渗透、美育资源和美育课程影响,其中技术融

入影响最大。技术融入主要包括教学方法的

多样性,同时也包括多媒体、网络现代教育技

术的使用情况等。校园环境的美化也很重要,

体现校园文化的环境美化可以较大程度地影

响学生的审美能力。此外,师范生审美教育满

意度的提升离不开美育学科渗透和美育资源,

也离不开美育课程及师资。

四、结论与建议

国家对美育和教师教育均颇为重视。在

美育方面,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中,专门提出“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

美和人文素养”;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将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细化为四大部分十六条,

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美育工作的行动指南[10]。

对教师教育,国家于2007年启动了在6所部属

师范院校试行的师范生免费教育,以改善我国

教师短缺、师资力量薄弱的现状。此后,各省

市也相继建立教育基地,以扭转教师教育滞后

的局面。2018年3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指

出教师教育课程应强调实践导向,教学方法应

以学生为中心。2019年,教育部印发《关于深

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意见》,要求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教学服务

平台建设和应用,转变教学方式。相较而言,

美育仍然是整个教师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

本研究试图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师范生审美教

育现状和满意度,并挖掘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通过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发现:(1)师范生所

在学校大多开设了美育课程,但课程类型、课

程内容和课程呈现方式还有待改进;(2)美育

资源建设表现不佳,多数高校忽视美育专题网

站和美育线上资源建设;(3)美育学科渗透不

充分,专业课教师大多没有在课堂教学中渗透

美育的意识;(4)师范生审美教育整体满意度

尚可,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5)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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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按影响力大小分别为技术融入、校园环

境、学科渗透、美育资源和美育课程。师范生

所在院校的校园环境得分最高,表明在进行校

园环境建设时若能让学生参与其中,或许有意

想不到的效果。为进一步改善师范生审美教

育现状,提高师范生审美教育满意度,进而提

升师范生审美素养,还需在技术融入、学科参

透、美育资源和美育课程上不断完善。

(一)美育课程立体化

美育课程的立体化是指让美育课程在内

容上、师资上、场域上更加丰富、更为多元。美

育课程的目标在于引导学生完善人格修养,强

化文化主体和创新意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文化艺术。高 校 应尽量开齐开足上好美育课

程,在 开 设 “艺术导论”“音乐鉴赏”“美术鉴

赏”“影视鉴赏”等课程的基础上,积极开设艺

术实践类、艺术批评类等课程,并要求学生获

得相应学分方可毕业。美育课程的多样性也

加大了对不同类别教师如美育教师、音乐教

师、美术教师、书法教师等,以及美学家、艺术

家等专业人员的需求。专业人员作为教师的

合作伙伴,与教师共同教会学生如何鉴赏艺术

作品。此外,专业机构也可以承担审美教育,

开展特色美育课程。我国高校美育专业机构

建立较早,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即

成立了雕塑研究会、音乐研究会、书法研究会

和诗歌研究会等,以发展学生审美素养。当

前,我国高校也设有较多美育专门机构,如艺

术教研室、美育教研室、美学教研室等,但仍有

部分高校尚未建立专门的美育机构。在美育

课程建设上,埃里克森(Erikson)的心理社会理

论强调,与文化相关的态度和技能的发展是形

塑人生的基础性力量[11]。因此,各高校还可开

展文化艺术展示陈列活动,将现场展示与大师

讲解、学生艺术实践、学生作品展相结合,实现

从传统单一的课堂教学向多元互动模式转变。

浙江大学在此方面的探索具有积极意义。该

校构建了富有特色的“一二三四课堂融通”美

育课程体系,即加强启发探究式课程教学第一

课堂,丰富以学生社团、文体竞赛、学术活动等

为载体的校内实践第二课堂,拓展涵盖社会实

践与创新创业教育的第三课堂,强化海外研

修、国际交流、联合培养项目实施等第四课堂。

(二)美育资源多样化

要提升师范生审美素养,必须努力打造有

利于师范生审美能力发展的资源环境,如提供

各种印刷和视频材料、软件、电子多媒体手册、

信息系统、培养程序及监测程序等。其中,教

学过程中使用的教学材料,如打印的讲义、视

频材料和计算机训练程序等,被称为传统元

素;教师团队开发的数字资源,如电子指南、多

媒体手册、参考系统、帮助巩固知识的培训程

序和文字处理控制程序等,则视为现代元素。

在实施美育课程时,教师制订的整体班级计划

和课程计划也属于美育资源。班级计划包括

音乐、美术等各种艺术教学元素,并与游戏模

拟元素进行组合,以形成艺术与审美的循环。

课程计划包括艺术与课程深度融合的暗示教

学法,关于学生理解艺术文化形成的艺术项

目、计算机辅助演讲、开放式教学、交互式视频

材料以及文本等。无论何种资源,若能提供真

实的艺术作品则更能发展师范生的审美鉴赏

力,锻炼其视觉思维。视觉思维是大脑在各学

习领域中联合观察和推理的能力,能将自我与

真实社会联系起来,并提供反思其他经验的空

间。美国学者于2014年开展的一项量化研究

表明,有88.2%的教师认为大学的艺术教育是

不够的,教师对原创作品的抗拒,降低了学生

视觉艺术活动的质量[12]。因此,应多组织学生

参观博物馆、画廊和艺术展览,让其接触更多

原创的视觉材料,进而促进其视觉思维。另

外,建立美育专题网站、上传原创视觉资源,也

可助力学生形成艺术思维模式。

(三)学科渗透常态化

调查发现,大学教师学科渗透美育的意识

薄弱。事实上,在其他专业课程中渗透美育不

仅有助于发展师范生的审美素养,还有利于提

升专业教学效率。史耐卿(Sleicher)等认为,艺

术可以支持学生理解知识,并形成独特的学习

风格[8]。如通过戏剧或不同形式的身体运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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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英语单词,深刻理解单词的意义,并用习

得的语 言 来 创 作 绘 画 或 诗 歌 等[13]。斯 皮 纳

(Spina)对美国小学五年级学生进行了实验研

究,参与者被分为两组,一组为融入美育进行

英语教学,另一组为传统英语教学。实验结果

表明,融入美育进行英语教学组的学生成绩更

好,基于美育的英语课程是发展英语学习者认

知、语言和文化技能的关键[14]。在提升学习者

学习兴趣方面,杜威认为审美体验让学习者感

到愉悦,觉得学习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如语言

学习中的词汇表扼杀了学习者的想象力,但有

意义的歌曲或戏剧却产生了大量的词汇,便于

学生记忆,也利于将科学知识与人文探究相结

合。因此,大学教师要增强学科渗透美育的意

识,除了认识其重要性外,还应有专业机构的

指导。成立于1975年的林肯中心学院(Lin-

colnCenterInstitute,简称LCI)是纽约市乃至

全美整合审美教育的领导者,它旨在用艺术教

育提升教学效果[15]。LCI培训的大量美育专

家深入到美国各公立学校,与教师一起将审美

教育融合进课堂。LCI合作范围较广,从学前

班到高中再到大学,其早在2000年就与纽约市

立大 学 雷 曼 学 院(LehmanCollege)开 展 合

作[16]。借鉴美国经验建立美育专业机构,可辅

助教师 加 强 和 提 升 学 科 渗 透 美 育 的 意 识 与

能力。

(四)技术融入情景化

要进一步提升美育教学质量,还必须充分

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在实施审美

教育的过程中,可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呈

现美育作品和美育素材,如通过“数字博物馆”

“互联网直播”等方式欣赏画作、音乐、歌剧、舞

蹈和影视,帮助学生全方位领略艺术与文化之

美。2020年上半年,首都师范大学共推出美育

云课堂57期,吸引了43000余人次观看。“云

课堂”在课程形式上更加灵活,并有机融入了

多元思维和方法,深受学生欢迎。此外,也可

开设问题导向的讲座和实践课程,如完成小型

科研项目、教学实践和课程论文等,以及开展

角色扮演、模拟游戏、圆桌讨论、教学研讨、小

组讨论、案例研究、小组作业、教学培训等教学

活动[17]。在教师、美学家、艺术家和民间工匠

的帮助下,综合非结构化的、开放性的材料,让
师范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并像专业人员一样对

材料进行分析与思考。还可鼓励师范生在鉴

赏艺术作品的同时开展自由创作,通过音乐、

美术和戏剧表演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努力挖

掘自身潜能。美国学者克拉克(Clark)曾开展

了一项研究:让学习者在博物馆中观看帕里什

的壁画,然后运用社会信息的视觉思维来分析

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18]。要求学习者看完

壁画后进行审美反思,以小组形式,讨论、比较

和分析创作的主题和领域,制定艺术创作策

略,确定表演内容、形式以及所要表达的情感,

最后形成一个具有戏剧性且融入了诗歌和音

乐的面具表演,并表达此前设定好的主题与情

感。这一过程充分展示了学习者的想象力和

反思智能,同时也增强了学习者的参与感与成

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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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AestheticEducationSatisfactionof
NormalUniversityStudentsanditsInfluencingFactors

TANGXiaoling
(FacultyofInternationalEducation,Sichuan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Chongqing400031,China)

Abstract:Theaestheticeducationofnormalstudentsisanimportantforcetopromotetheirprofes-
sionaldevelopment.Inordertounderstandthecurrentsituationandproblemsofaestheticeducation
ofnormalstudentsinChina,aself-designedquestionnairewascarriedout.Itisfoundthatthesatis-
factionofnormalstudentstoaestheticeducationisgenerallyacceptable,butthereisstillroomfor
improvement.Aestheticeducationcourseshavebeensetupinnormalschools,butthetypes,con-
tentsandpresentationofthecoursesneedtobeenriched.Theconstructionofaestheticeducationre-
sourcesisnotgood,andmostuniversitiesignoretheconstructionofspecialwebsitesandonlinere-
sourcesofaestheticeducation.Thepenetrationofaestheticeducationisnotgood,andmostprofes-
sionalteachershavenosenseofaestheticpenetration.Theinfluencingfactorsofaestheticeducation
satisfactionofnormaluniversitystudentsarerankedintheorderofinfluencefromlargetosmall,
whicharetechnologyintegration,campusenvironment,subjectpenetration,aestheticeducationre-
sourcesandaestheticeducationcurriculum.Inordertoimprovethestatusofaestheticeducationfor
normalstudentsandenhancetheirsatisfactionwithaestheticeducation,aestheticeducationcurricu-
lumshouldbestereoscopic,aestheticeducationresourcesshouldbediversified,disciplinesshouldbe
permeatedwithconsciousness,andtechnologyshouldbeintegratedintoscenarios.
Keywords:normalstudents;aestheticeducation;questionnaireinvestigation;aestheticeducationcur-
riculum;infiltrationofaesthetic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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