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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强新时代美育体系建设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之美的重要体现。美育课程建设一直是高等

学历继续教育的短板,安徽继续教育网络园区深度融合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不仅在学科种类上完善了美

育课程,而且通过多项反馈机制,构建以园区为顶层设计的系统,使得美育课程内容及时得到完善,有效避

免了传统网络课程的陈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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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2021年“两会”的召开,加强新时代美育体

系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美育课程的建设与完善是

时代背景下,继续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完善新

型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省继续教育网络

园区(以下简称“园区”)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

精神,从美育课程的特色出发,启动完善美育课程资

源建设工作,课程内容主要为音乐、书法美术、舞蹈、
戏剧、戏曲等。由于美育课程具有多元性,将传统文

化中的艺术元素融入其中,可以为课程建设提供更多

可能性。在推进美育育人工作的同时,逐步完善美育

课程,通过部分推动整体,促进继续教育课程资源体

系的逐步完善。
一、美育课程的建设

继续教育在走向纵深化发展的过程中,美育课程

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是其中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学界

对于继续教育视域下的美育课程研究很少,从现实角

度来说,符合研究条件的继续教育办学研究对象较

少,导致在理论与实践上呈双向薄弱趋势,做专项的

研究显得较为困难。美育课程建设也需要兼顾继续

教育学生的接受能力与学习水平。所以在资源建设

上,考虑的不仅仅是课程资源数量的问题,与之关联

的课程内容、师资力量等也尤为重要。
(一)课程设置:美育范畴下“文”与“艺”相融合

美育课程的内容设置主要是涉及美育范畴下

“文”与“艺”两个元素,统归于文化艺术大类。在两个

学科交叉融合的实践中,旨在达到“以美启真,提升成

人学员的审美能力,完善自身学习生活”的作用”[1]。
“园区”通过调查与研究,依据《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

设技术规范》和《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技术要

求》,明确了相关的美育课程建设规范。在此基础上,
结合了安徽省成人高等教育远程化教学模式改革与

信息化建设工作的实际,进行课程教学资源建设。
“美育的主要途径是艺术教育”[2],所以在课程分类

上,专业覆盖面较为广泛,如音乐类、书画类、美学类、
戏曲类、舞蹈类,以及一些传统文化、非遗类课程。

“园区”也结合自身办学条件与师资力量建设了

一批特色课程,如安徽地域文化、中国饮食文化等。
当这些文化艺术类课程,突破传统学科的思维模式,
进行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并依托信息化手段,推动

继续教育课程资源优化的同时,也可看作是新文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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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领域内的新发展。
此外,“园区”在“高职教学示范区”建设的基础

上,也将美育思想予以落实。为了促进专业多样化,
丰富专业课程资源,“园区”于2020年推出78讲文化

艺术类精品课,主要包括音乐表演、舞蹈表演、艺术设

计等课程教学获奖作品。这些课程资源内容充实,课
程设计丰富多彩,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向学生传

递着艺术文化之美,尤其是一些普通高校里作为艺术

鉴赏课程的资源,比如戏曲、非遗等,为学生提供了更

多的选择。在教师教学设计上,要求教师既要体现课

程特色,也要注入思政要素,使得美育达到润物无声

的效果。表1为“园区”部分美育课程,反映出“园区”
美育课程的建设情况,也可为相关研究者提供素材。

表1 美育课程分类与课程资源情况

课程类型 课程资源

音乐 声乐、中国音乐名家名曲、外国音乐名家名曲、快乐学唱歌、想唱就能唱。

书画

书法概论、中国古代文化名家谈———金石书画漫谈、轻松学书法系列课程(楷书、隶书、篆书、行书、草书等);诗
话书法史、中国文化专题讲座———书法:中国文化的核心、书法学习法、一挥而就———新理念书法讲座系列、基
础美术系列课程。

美学 美学与美育、美学专题、美学与人生。

戏曲 京剧表演艺术之美、古代戏曲小说、中国文化专题讲座———中国戏曲的审美特征、京剧演唱之美。

舞蹈 运动舞蹈(涵盖探戈、街舞、布鲁斯、华尔兹、爵士等)、舞蹈健身、舞蹈形体。

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概观、中国文化专题讲座、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红楼梦》与中

国文化。

特色 安徽地域文化、中国饮食文化、面点工艺学、烹饪营养学(甜点、汤类)。

  纵览这些课程不难发现,具体课程的落实都是包

含于“园区”的宏观设计体系中的,是“园区”课程体系

逐步完善的体现。此外,这些课程教师在制作教学设

计之前,精心设计教学大纲,然后依据课程教学大纲、
教学要求以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将教学内容划分为

若干模块。这一阶段对于学生来说,就是“模块化学

习”阶段。教师依据学习者每一学习阶段的学习需

求,设计、制作且提供必备的、适用的网上学习资源,
优化课程与学员的适配性,这也是当前高等学历继续

教育课程追求的目标之一。为了让学生实现碎片化

学习,课程大都被制作成了微课,其特色是学习时间

短,但内容丰富。凡是属于微课类型的资源,分为五

个部分:课程教学文件、文本辅导、视频资源、作业练

习、参考资料。课程教学文件分为三个部分:课程说

明、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教学方案。这些内部组成要

素统归于教学资源的整体设计框架,从整体与细节出

发,保证这些课程的合理性。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说

美育是走入学生内心的审美教育,那么相关课程资源

的建设就是走入美育教育的实质性步伐。美育绝不

是口号,也不是不加引导的虚拟教学,而是需要真正

能引之入门、导之方向的课程。

(二)以高水平师资助力资源体系建设

“园区”平台资源的建设,主要是聘请各专业优秀

教师进行资源录制,以及从高校和企业机构购买优质

资源对已建资源库进行增补。在此基础上,“园区”还
注重资源体系结构的优化,在主讲教师上,既聘请国

家重点大学的优秀教师,也聘请重点职业院校的优秀

教师,并且与中高职职业技能大赛的资源对接,形成

了以“本科—专科—非学历”为主导的资源体系。
目前“园区”平台资源主要分为自建类和采购类。

自建类如《安徽地域文化》的讲授教师张秋婵:安徽省

徽学学会理事,国家图书馆年俗资源专题艺术欣赏

类———徽戏与徽剧课程主讲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

学、戏剧以及地域历史文化研究。采购类如《书法概

论》的讲授教师杨辛:师从徐悲鸿先生和董希文先生,
“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被中国美

术家协会授予“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荣誉称号。
这些优质的师资力量为美育课程的质量与效果提供

了有力的保证。在后续美育课程资源建设中,还应注

重以下两点,一是课程建设深度应当层层递进,审美

能力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需要从简单向着纵

深发展;另外可考虑地方非遗传承人作为特色课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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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人,因为非遗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涵养下,带有

文化的积淀与艺术的传承色彩,可更好地丰富“园区”
的美育课程资源。

二、多向反馈机制下美育课程的自我完善

美育课程侧重于与学生的直接接触与持续性体

验,平台与教师都需要及时接收反馈,这就使得建立

多项反馈机制变得尤为重要。只有将平台、教师、学
生形成三位一体的架构,这种反馈机制才更具时效

性,也利于完善课程体系。
从教师端而言,教师首先依托教学设计方案和题

库制作教学设计,教师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资

源进行合理分配,并进行模块化任务化的制作。在课

程做完教学设计后,在平台予以发布,平台管理员审

核通过后,学生便可以开始课程学习。教师可以接收

并进行反馈,这里主要是接收学生学习过程中提出的

反馈,比如对课程视频、文本、作业等方面的反馈,以
及平台综合各类数据的接收,如学生视频学习时长,
学生作业完成率等数据,通过“园区”综合分析后,再
对教师提出建议。

图1 教师端教学设计

图2 学生行为统计

  从平台端而言,其基础功能是宏观把控,接收的

同时进行反馈。平台端的主体是“园区”,“园区”的反

馈在三位一体的体系中起到沟通与串联的作用。在

教师端和学生端做出反馈后,平台管理员接收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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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并选择反馈给传递对象,如果是技术类或者需要

宏观调整的问题,比如说延长学习时间,更改课程内

容等,管理员可在接收反馈后直接做出解决方案并予

以实行。

图3 平台端

从学生端而言,学生在平台的学习过程中,既能

得到老师的指导与提醒,又能随时依托平台给课程教

师和平台实施反馈。这种反馈贯穿在整个平台运行

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随时向平台反馈,还可以通过

平台发布的问卷调查具体阐述自己对于课程或是平

台操作的观点,从而促进整个平台系统的优化升级。

图4 学生端问答反馈区

多向反馈机制下继续教育美育课程体系构建,可
以在“园区”的统筹规划中,根据各方反馈意见,实现

内容的及时更新与优化,弥补了传统美育网络课程的

同一性,有效地解决了课程理念的陈旧化。此外,美
育课程在继续教育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
是课程建设上,完善了继续教育的课程体系;二是课

程理念上,将美育思想引入继续教育课堂中,为成人

教育的美育之路拓宽路径;三是课程形式上,改变了

传统美育进入课堂的方式,是“互联网+”背景下线上

教育的新发展模式。

三、平台美育课程建设的发展之路

从课程内容和建设规范来看,“园区”的美育相关

课程是合格的,但是在合格的基础上,美育课程是否

达到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坚持以

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这一要

求,还有待提高。西南大学赵伶俐教授所提出的“创
建新时代大美育课程体系”,给继续教育视域下的美

育课程建设与探索带来启发,这种新时代整体性的美

育课程体系,既体现着继续教育的美育课程建设是其

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代表着继续教育课程资源

建设所肩负的重任。
(一)持续推进美育精品课程与特色课程建设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线上经济发展

的意见》中提到要加强安徽继续教育在线等平台建

设,并提出要丰富和完善精品课程库等数字化优质教

学资源,旨在提高线上服务供给能力。其中还谈到了

对“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的打造。这些内容都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精品课程与特色课程建设的重

要性。
继续教育视域下的美育课程,在精品课程的打造

上,需要探索出一条新出路。原有的课程侧重于文化

艺术类专业化的讲解,缺乏让学生学习鉴赏领悟美学

的课程,美育课程更多的是需要赋予学生欣赏美感悟

美的能力。所以美育精品课程与特色课程建设可侧

重于美感的提升。比如将一些技法性的美育课与鉴

赏类的课程相结合,常见的有“书法技法+书法鉴赏”
课,“舞蹈技法+舞蹈鉴赏”课,“音乐技法+音乐鉴

赏”课等。通过这种“技法+鉴赏”的课程体系,让继

续教育的学生真正去接触艺术与文化,真正去学会领

悟与欣赏,这不仅是在促进美育的全民化,也是彰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化自信之美的重要

体现。
(二)深化美育课程体系构建,推进继续教育美育

课程的实践

推进继续教育美育课程实践的意义在于助力新

时代美育课程的学科融合,尤其是美育与劳动教育的

结合。
继续教育的面授课可以改变传统方式,实现创新

性转变。积极与校外的企业、艺术中心、文化传承基

地合作,成立美育实践基地。从继续教育学生的来源

与现实意义来说,大部分学生为在职学习者,美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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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可一定程度上缓解学生工作上的压力,可以引导学

生自主探寻生活美学,这是以人为本视角下继续教育

美育课程的价值与意义的重要体现。目前美育的问

题在于对美育实践的重要性认识不足[3]。将这个问

题放置在现代社会文化艺术的框架内,传统文化艺术

的复兴为继续教育美育课程的实践提供了更多的选

择,侧重于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的品德、美
的内容,体现美育的民族性[4],并且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高校美育的文化母体[5],比如茶文化体验、古琴

文化体验等。之所以提出将传统文化的实践与继续

教育美育的实践相结合,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继续

教育属于终身教育的体系之内,除了专业能力提升,
还肩负着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拓展学生综合能力的责

任。李雷在《发挥远程教育中美育的功能》一文中提

到“远程教育应积极为美育创造条件”,比如开设理性

色彩较浓的鉴赏类课程,培养和强化学员感受美、创

造美的能力。二是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各类教育形式

所共有的责任与目标。继续教育是终身性的普及性

的教育形式,如果依然依靠传统的理论教学模式,就
容易陷入课程建设虚化的问题。

四、结语

随着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深入贯彻与落实,高等

学历继续教育也在稳步发展。“园区”在安徽省持续

推进高校远程化教学模式改革的指导下,对美育课程

进行建设与探索,从“园区”、教师、学生多角度出发,
成功实现了在整体架构中的多项反馈与自我完善。
继续教育的质量一直备受争议,只有从课程建设出

发,才能改善这种现状。“园区”在美育课程建设方面

的创新与探索,为继续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做出了贡

献,促进了继续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在“互联网+教

育”日益深化的今天,为高校线上美育教育提供了坚

实保障。

参考文献:
[1] 廖丽丽.成人高等教育中美育体系的建构[J].中国成人教育,2020(23):62-66.
[2] 杜卫.当前美育和艺术教育关系的若干认识问题[J].美育学刊,2019,10(3):1-6.
[3] 刘旭婷,杨永久,李明.利用社会实践提升高校美育工作的探讨[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8,31(15):50-51.
[4] 严帅.以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新时代大学生美育工作[J].继续教育研究,2018(8):5-9.
[5] 汪俊武.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美育中的价值与运用[J].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4(4):97-101.

TheAestheticEducationCourseConstructionofHigherAcademicContinuing
EducationUndertheBackgroundof“Internet+”:
TakingAnhuiContinuingEducationNetworkParkasanExample

WANGLingfeng,WANSailuo
(ContinuingEducationNetworkParkManagementCenter,AnhuiOpenUniversity,Hefei230022,China)

Abstract: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theaestheticeducationsystemintheneweraisthe
importantmanifestationofthebeautyofconfidenceinsocialistcultur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The
aestheticeducationcourseconstructionhasalwaysbeentheshortcomingofhigheracademiccontinuing
education.AnhuiContinuingEducationNetworkParkdeeplyintegrateseducationteachingwithinformation
technology.Itnotonlyimprovestheaestheticeducationcourseintermsofdisciplines,butalsobuildsthe
systemwiththeparkasthetop-leveldesignthroughmultiplefeedbackmechanisms,sothatthecontentof
aestheticeducationcoursecanbeimprovedinatimelymanner,effectivelyavoidingtheoutdatednatureof
traditionalonlinecourse.

Keywords:aestheticeducation;courseconstruction;feedback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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