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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对湖南省 14所理工科院校公共艺术教育的现状调查来看 ,湖南省的理工科院公共艺术教育近年来有了

长足的的进步 ,但也存在着课程开课率不足 ,师资设置不足 ,课程内容单一 ,课程形式单调等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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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在 20世纪 50年代所形成的文理工分立

的苏联式办学模式延续至今 ,其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 ,文科

大学生科学意识不强 ,理工科大学生则人文素质低下 ,且相

比之下后者表现更为普遍和严重。所以 ,在理工科院校开展

艺术教育 ,从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人文精神十分迫切。

近年来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督促与关怀下 ,许多高校结合本

校实际 ,开设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艺术类课程 ,理工科院

校的艺术教育形势也越来越好。但是 ,在发展过程中 ,仍然

存在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艺术教育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

间。笔者从事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多年 ,曾在全校范围内开设

过《中外名曲赏析 》、《西方艺术欣赏 》等选修课程 ,对这方面

情况比较熟悉 ,一方面对理工科公共艺术教育的现实有过亲

身实践和切身感受 ,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其中存在的种种问

题。湖南省是一个教育大省 ,而其中理工科院校占所有高校

数目的半数以上 ,笔者选取了部分理工科院校进行调查 ,旨

在了解整体情况 ,发现问题 ,为理工科院校公共艺术教育的

发展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一 调查对象及方法
为了全面了解湖南省理工科院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情况 ,

笔者分别在长沙、株州、衡阳、岳阳、湘潭这 5个城市选取了

14所大学进行调查。这些学校分别是长沙的中南大学、湖南

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 ;株州的湖南工业大学、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

院、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衡阳的南华大学、湖南工学院 ;

岳阳的湖南理工学院 ;湘潭的湖南科技大学、湖南工程学院。

总共发放问卷 14000份 ,收回有效问卷 11200份。

调查设计了教师和学生两套问卷。在问卷中 ,我从教师

及学生对高校艺术教育的认识 ,学校管理层对艺术教育的态

度 ,艺术教育课的实际开设情况 ,艺术教育的硬件、师资情

况 ,学校艺术氛围的好坏等方面来进行提问 ,试图对问题有

一个全面广泛的了解。参与调查的既有教师也有学生 ,既有

男生也有女生 ,但理工科院校的男生比例远高于女生。由于

涉及的地域较广 ,调查的难度也较大 ,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完

善 ,虽然有一些局限 ,但还是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问题。

二 数据分析与调查结果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统计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理工科院校

公共艺术教育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

首先 ,从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 ,当问到有关理工科高校

艺术教育的价值、作用等问题时 ,大部分的老师和同学都能

够持肯定态度。比如在教师问卷中 ,我们问到 :“您认为当代

大学生是否有必要接受艺术教育 ?”时 ,共计有 82%的教师

回答“很有必要 ”或者“有必要 ”。在问到“您认为艺术教育

是否真的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时 , 92%的教师认为

“有作用 ”。在对学生的问卷中 ,当问到 :“您认为学校是否

有必要加强艺术教育 ”时 , 79%的学生说“有必要 ”;“您所在

的学校是否开设了艺术类课程 ?”58%的学生回答“已开设 ”,

23%回答“不知道 ”,有 19%的学生回答“未开设 ”。另外 ,在

教师问卷中 ,我们还特意设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您在上大

学阶段学校是否开设艺术课程 ?”有 65%的教师回答“未开

设 ”, 20%的教师说“开设了 ”, 10%的人则回答“虽未开课 ,

但是学校组织了一些艺术活动 ”,其余的人则说“什么都没

有 ”。

从这部分调查可以看出 ,近些年来 ,随着各方的努力 ,湖

南省理工科院校公共艺术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价值与

作用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首先 ,大部分教师和学生的观念有了变化 ,能够科学地

认识理工科高校艺术教育的作用 ,认为艺术教育能够提高学

生的整体素质 ,在理工科高校实施艺术教育是很有必要。

其二、学生们希望学校能够加强艺术教育 ,说明他们已

经体会到艺术之美 ,对艺术有兴趣 ,有渴求 ,希望吸收到更多

的艺术养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理工科院校的艺术教

育还有上升和发展的空间和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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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虽然高校教师的年龄层次有差距 ,但是大部分的

教师都是在 20世纪 70 - 8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接受过高

等教育 ,在他们那个年代 ,高校的艺术教育还是“养在深闺人

未识 ”的 ,而现在的大学生们都能够在学校接受不同程度的

艺术教育 ,这说明高校艺术课程的发展是随着时间的演进和

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好的 ,其开课率也明显提高。

综上所述 ,湖南省理工科院校公共艺术教育较之以前有

了长足的进步 ,并且正以良好的趋势往前发展 ,但也存在如

下一些问题 :

第一、艺术课程开课率不理想 ,艺术氛围较薄弱。在对

教师的调查中 ,我们问到“您所在的学校是否给学生开设了

艺术类课程 ”的问题时 , 56%的教师回答“有 ,但是很少 ”;有

30%的教师则回答“没有 ”;有 60%的教师认为学校的艺术

氛围“一般 ”。虽然有 37%的学生表示学校经常会组织公共

艺术活动 ,但仍有高达 45%的学生说“有 ,但是很少 ”,其余

的则回答“几乎没有 ”。当问到“您对学校开设艺术教育课

程有什么建议 ?”51%的同学回答“要加大力度 ,使艺术教育

不流于形式 ”。可见 ,虽然理工科院校艺术课程的开课情况

比以前有所起色 ,但仍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即使有些学

校已开课 ,但也并不见得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了。同学们对学

校的艺术教育抱有期望 ,希望用多彩的艺术活动来丰富自己

的生活。

第二、艺术课程无专门管理机构 ,师资、硬件较为缺乏。

在给教师的问卷中有这样两个问题 :“您所在学校是否具备

进行艺术教育所需的师资条件 ?”“您所在的学校是否具备进

行艺术教育所需的硬件设施 ?”关于师资的问题 ,有 38%的

老师回答“具备 ”, 45%的人说“有 ,但很少 ”。关于硬件设施

的问题 ,有 54%的老师说“有 ,但条件不是很好。”可以看出 ,

有些学校没有专门的艺术教育管理机构 ,没有一个完备科学

的管理体系 ,专职的艺术教师没有配备或者配备不足 ,艺术

课程的硬件设施也并不完备。这是为了设置艺术课程而设

置艺术课程 ,并没有将艺术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第三、艺术课程内容单一 ,形式有待丰富。对学生的调

查中 ,我们问到“您对学校开设艺术教育课程有什么建议 ?”

有 38%的人认为“内容要更丰富些 ”。另外 ,对教师和学生

都问了“您希望开设什么类型的艺术课程 ?”答案分别是“艺

术鉴赏 ”、“技能技巧 ”、“基础理论 ”、“都开设一点 ”,结果绝

大多数的答案是“都开设一点 ”。这说明无论是教师还是学

生都认为艺术课程的内容与形式应该更加多元化 ,更丰富一

些 ,这样才能使学生多方位地接触艺术 ,了解艺术。

第四 ,学生艺术素质不高 ,教师仍需努力。从调查中可

以看出理工科院校的学生艺术素质普遍不高 ,对艺术缺乏应

有的认识 ,再加上学校以及课业压力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他

们的艺术意识还比较薄弱。这个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艺术教育的开展 ,加大了理工科院校艺术教育的难度。在

调查中 ,有 60%的老师 ,无论是教文科还是理科 ,都认为文科

学生的艺术素质要好于理工科学生。这说明文科的学生由

于所学专业的特点以及学习生活的环境较具人文气息 ,接触

艺术的机会和途径比理工科学生要多 ,比理工科学生的艺术

素质要好一些。关于“您对自身艺术素质的评价 ”一问里 ,有

48%的学生回答“没有什么艺术细胞 ”,有 39%的人则说“素

质一般 ”。在问到“影响您艺术课程学习的主要原因是什

么 ?”30%的人回答“个人基础太差 ”, 25%的人说“没有足够

的学习时间 ”。从这些问题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理工科高

校的公共艺术教育还有很多亟待完善的地方。教师和学生

都认为有必要开展艺术教育 ,也都深知艺术教育对学生的价

值与作用 ,但其课程的开设情况却不容乐观 ,硬件设施也不

完善 ,还缺乏一个良好的艺术教育氛围。

本文仅从抽样调查的湖南省 14所理工科院校公共艺术

教育的数据 ,来分析当前湖南省理工科院校公共艺术教育现

状 ,从中可以看出 ,湖南省理工科院校公共艺术教育虽然取

得了不少的成绩 ,但也的确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这需要引

起有关各方的高度重视 ,从更新艺术教育观念 ,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 ,合理设置课程诸方面进行改革 ,使湖南省理工科院

校的公共艺术教育获得更加理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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