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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育与“美术鉴赏与批评”课程有着共同的目标，即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在国家
大力倡导美育和开展师范专业认证的背景下，高师美术学科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具有重要实践价值。该文从教学模式、

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学习任务群、教学评价等全方位展示“美术鉴赏与批评”课程的教学设计与实施，凸显美育引领、成

果导向、学生中心、持续改进的课程改革实践内涵，为高校师范类美术学专业课程贯彻师范专业认知核心理念，提供具有

参考价值的实践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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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美育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和更高的期
许。２０２３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
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到 ２０２７
年，美育课程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常态化学生

全员艺术展演机制基本建立，跨学科优质美育资

源体系初步建成［１］。２０２１年贵州省教育厅颁布
的《贵州省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指出要加

强学校美育工作，全面提升学生感受美、表现美、

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２］。新时代美育承载着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社会进步等责任与使命。

作为高校美术学专业的拓展课程，“美术鉴

赏与批评”课程教学改革近几年引起学界的关

注，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从高校公共课程的美术

鉴赏，或从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材等角度指出

该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策略或改进

方法［３－４］。但所提策略、方法缺乏与基础教育改

革动态和新课标的联动，深入到课程教学的实践

性研究较为缺乏。基于此，本文着眼于师范类美

术学课程的教学理念，从美育视角探索“美术鉴

赏与批评”课程的创新，为师范类高校美育课程

建设提供实践参考，提升师范类美术学专业人才

的质量。

１　美育视域下美术鉴赏与批评课程教学
模式

“美术鉴赏与批评”课程主要通过学习鉴赏

和批评的方法，深化对美的理解和欣赏，提升自身

的审美和创造力。美育与“美术鉴赏与批评”课

程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美术鉴赏与

批评”课程是实现美育目的的重要手段，为美育

意识与美育素养的提升提供了具体的路径和方

法；另一方面，美育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

的目标和理念，对“美术鉴赏与批评”课程学习任

务的设计和教学策略的选择有着明确的指导作

用。然而，高师美术学专业的专业理论课和教师

教育类课程，存在学生美术教学研究和反思的意

识缺乏、学科知识结构不完善、教师的教学实践能

力和教学经验不足等诸多现实问题［５］，这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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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源于传统课程教学在理念、目标和策略上

仍然强调以教师和课堂为中心，注重知识与技能

的单向输出。随着信息化时代人工智能的迅速迭

代和发展，这样的教学模式显然无法培养出能够

适应２１世纪挑战以及终身学习发展的人才，与新

时代基础教育新课程对美术教师的要求相悖。为

此，课程教学团队从美育视角出发，遵循教育部金

课建设原则，积极探索和推动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美育素养为目标、以成果为

导向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表１）。

表１　美术鉴赏与批评教学模式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前线上
准备线上资源

以学定教

上传微视频

发布讨论话题

观看视频

提出学习问题

收集讨论资料

基础问题

课中线下

共同探讨

提问质疑

课堂教学

实时点评

回顾总结

案例导入

多角度深层次探究答疑

启发式讲解与示范

引发思考

总结所学

小组讨论、汇报

自主思考、发言

小组合作探究

提出个人观点

反思个人认知特点

进阶问题

课后线上

线下

发布任务

拓展巩固

指导学生完成任务

批阅学生作业

完成学习任务

巩固拓展所学
拓展问题

１．１　课前学习阶段
教师利用学习通网络教学平台和线上教学视

频，在线发布学习视频、案例、学习任务，学生课前

观看视频、提出学习问题，教师发布研讨话题，学

生收集话题相关资料，为线上教学做好准备。

１．２　课中建构阶段
学生通过线上视频对相对简单的知识进行预

习，线下的课堂教学主要围绕教学难点、学术热点

展开。教师将教学内容凝练为主题单元，并以预

设话题切入，形成有针对性的、线上线下适配的教

学策略，通过讨论、交流、搭建学习支架的方式引

导学生自主探究，解决学习过程中的疑难问题。

教师以有目的的示范、同伴协作、独立思考等方式

实施教学，使学生在先扶后放、有扶有放、扶放有

度的过程中完成学习任务。以“题材与主题的鉴

赏与批评”这一主题单元为例，课前教师在学习

通发布从主题、母题、题材三个角度分析美术作品

的微视频，要求学生思考三者之间的差异，并尝试

提出相关的学习问题。课中，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针对课前学习的问题进行讨论与汇报，教师则通

过不断的提问和追问引导学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

入辨析，之后则是提供学习支架，即教师示范如何

从题材与内容的角度对美术作品展开鉴赏与批

评，并总结提炼出鉴赏的策略与方法，在此基础上

引出主题与母题的概念和内涵，进而使学生深入

理解三者之间的差异，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自我

省查：通过课堂学习，你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与课前

预习阶段相比，有何变化？为何会产生变化？经

由此过程，学生不仅掌握了本主题单元的事实性

和概念性知识，同时还通过同伴讨论、教师指导对

个人及他人的观点进行逻辑思辨，并通过自我觉

察、评价和调节形成“元认知”的能力。

１．３　课后拓展阶段
主题单元课堂教学结束后，教师布置相应学

习任务，要求学生用案例说一说美术作品中母题、

主题和题材三者的差异。这一任务既是对已有学

习结果的阶段性检测、巩固深化和拓展延伸，也是

对学生信息收集能力、审辩思维和学习迁移能力

的培养。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以其灵活性、互动

性和学生为中心的特点，为美育的实施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持，有效促进学生审美素养的提升，为学

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２　美育视域下“美术鉴赏与批评”课程教
学的实践探索

“美术鉴赏与批评”是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

术学院美术学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课，课程要求

学生掌握美术鉴赏与批评的专业知识与方法，能

够从多角度进行美术鉴赏与批评，教师要引导学

生通过对美术作品进行分析与阐释并深入理解美

术文化、美术活动的价值与意义，形成以鉴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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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为核心的美育实践思维与综合素养，实现

学科专业知识与能力的有效迁移。课程以侧重实

践和能力提升为导向设计过程性学习任务，通过

鉴赏实践、展览策划等方式开展课程训练。其中，

主题“展览策划任务设计”旨在建立个人的审美

价值观，培养沟通协作能力，进而实现课程培养目

标从低阶的知识技能型人才向高阶的“知识＋能
力＋素养”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转变。
２．１　教学目标设计

根据师范专业认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

续改进”的理念，本课从知识、能力、素养三方面

设定教学目标。格兰特·威金斯（ＧｒａｎｔＷｉｇｇｉｎｓ）
和杰伊·麦克泰格（ＪａｙＭｃＴｉｇｈｅ）在《追求理解的
教学设计》中指出：最好的设计应该是以始为终，

从学习结果开始逆向思考［６］。基于此，本课程设

定知识目标为：知道艺术鉴赏与批评的专业知识

与方法，能够从多个角度进行美术鉴赏与批评，能

够举例说明美术文化、美术活动的价值与意义。

课程的技能目标为：学会中小学美术鉴赏课教学

的基本要求、步骤和方法，具备独立进行美术作品

鉴赏与批评的实践及策划校园美术活动的能力。

课程的素养目标为：能运用美术鉴赏与批评方法

对美术作品进行分析与阐释，形成主动观看与解

读美术作品的意识与审美素养。这些目标设定改

变了以往课程目标过于注重知识内容的浅层次了

解、记忆，以及目标设定不具体而无法测量与评价

的状况，更为注重概念性知识的理解与问题的多

角度辨析，突出知识与技能的迁移与应用。三维

体系与各阶目标形成的矩阵（表２）凸显课程教学
内容的结构化。该矩阵将总体的教学目标解构为

多个教学子目标，有利于教师在课堂教学实践中

锚定具体的学习方向和目标定位。

表２　美术鉴赏与批评课程教学目标矩阵

教学目标 一阶目标 二阶目标 三阶目标 四阶目标

知识维度 事实陈述 意义阐释 概念理解 知识迁移

能力维度 图像识读 作品分析 价值评判 创新实践

素养维度 审美感知 归纳整合 交互反馈 意义建构

２．２　课程内容构建
基于知识、能力、素养三方面教学目标需要，

本教学团队把“美术鉴赏与批评”课程知识整合

为：“题材与主题的鉴赏与批评”“造型与形象的

鉴赏与批评”“美术视觉形式的鉴赏与批评”３个
核心模块，并增加了美术鉴赏与批评的视角与实

践”中西美术传统的基本特征”以及美术鉴赏教

学的特点与策略”等新内容板块，从而形成了多

梯度、涵盖复合型知识的课程体系。３个核心模
块侧重于学生美术鉴赏与批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

夯实，新内容模块则主要着眼于构建学生的批判

思维、创新思维和美育意识。新知识体系在课程

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契合了师范专业认证的要

求，也贯彻了以美育人、以美润心的教育理念。

如表３所示，本课以主题单元整合教学内容，
由３个核心模块和３个新内容模块组成，均以话
题的形式引入，设计了相应的教学任务，构成整体

而有梯度的任务群。“题材与主题的鉴赏与批

评”这一主题单元，主要围绕美术作品中题材、母

题、主题的差异，掌握美术作品中常见的几种情节

处理方式，要求学生寻找相关案例并以汇报分享

的方式分析这三者的差异，旨在帮助学生从立意

与构思的角度建立对美术作品进行赏析与评价的

意识与能力。“造型与形象的鉴赏与批评”这一

主题单元，主要包括中西方美术作品中人物形象

与造型处理的几种方式，意在使学生理解中国人

物形象与造型中的“传神”与“气韵生动”。新时

代的美术教育同样需要与时俱进，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使很多学生陷入

对美术创作、美术教育的质疑与迷惘之中。本单

元的学习任务是：通过引导学生关注当下美术领

域的热点事件和前沿问题，让学生通过思考与讨

论，形成独立判断，促进批判性思维的内化与生

成。“美术视觉形式鉴赏批评单元”聚焦于内行

与外行看画的重要差异———门道，目标是理解线、

面、形、色等造型元素对美术作品整体效果的意

义，能从光影、体积、笔触、肌理、材质等维度对美

术作品进行赏析与评价。学习任务是运用推介或

感受阐发的形式撰写一篇鉴赏小品文。“美术鉴

赏批评的视角与实践”这一主题单元的学习任务

贯彻的是“做中学、学中做”的教育理念，是本课

程极为重要的一项表现性任务，考查的不仅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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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素养，还包括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创新能力

等。形成理论贯穿实践的教学特点，实现课内教学

与课外实践的双向互动以及知识的有效迁移。“中

西美术传统的基本特征”这一主题单元，以民国时

期的美术界大讨论“中西融合”与“拉开距离”引入

话题，教学内容围绕中西方绘画的创作和鉴赏观

念，旨在使学生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建立文化自

信。美术鉴赏教学的特点与策略主题单元，引入本

校已毕业美术教师的鉴赏课教学的真实情境，并基

于义务教育阶段美术师资的培养需求，重构课程教

学内容，形成多梯度、复合型的知识体系，为学生形

成开放多元的审美视角、理解并贯彻“以美育人、以

文化人”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基础，与美育的教育目

标的要求一致。

表３　美术鉴赏与批评课程教学内容构建

模块类型 主题单元 话题研讨 学习任务

核心模块

题材与主题的鉴赏与批评
题材与情节对美术作品有何

作用

用案例说一说美术作品中母题、主题和题材的

差异

造型与形象的鉴赏与批评
ＡＩ绘画盛行，我们绘画的意义

在哪里？
回答问题：你如何看待ＡＩ绘画

美术视觉形式的鉴赏与批评 看门道ｏｒ看热闹
运用推介或感受阐发的形式，撰写一篇鉴赏小

品文

新内容模块

美术鉴赏批评的视角与实践 “看”与“看到”间的距离
以团队合作的方式，策划一个校园主题艺术展，并

以视频的形式完整呈现策划、组织过程。

中西美术传统的基本特征 “中西融合“与“拉开距离”
回答问题：你认为中西方绘画是否可以融合？举

例说明

美术鉴赏教学的特点与策略 美术鉴赏教学难在哪里？
运用所学美术鉴赏教学方法，编制中小学美术鉴

赏课教学设计方案

２．３　课程任务群的设计与过程实施
课程团队结合金课“高阶性、挑战性、创新

性”的要求和２０２２版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中倡
导的课程理念，以“递增难度、渐撤支持”的方式，

共设计了６个不同层次和梯度的学习任务，将素
养对应的任务和能力清晰化、活动的产出明确化，

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教、学、评的一致化。而要实

现课程育人的目的，有效达成教学目标，需要处理

这几个学习任务之间的关系。课程学习之初，课

程教学团队根据学生已有认知基础和鉴赏习惯，

从学生最感兴趣也最熟悉的美术作品的题材与情

节入手，引导学生通过作品辨析美术作品中题材、

母题与主题的差异，作为课程的初始性任务，要求

学生用具体的案例，阐述对三者差异的理解。任

务难度不大，教师的讲解和示范也较多，任务核心

集中在知识与技能的范畴，但也综合考虑了学生

审辩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课下收集 ＡＩ
绘画的资料”这一任务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展示分

享。这个任务看似简单，但需要学生从不同的媒

介和平台摄取、筛选信息，并形成观点。这一过程

中，教师的指导和支持都有所减少，更注重的是过

程的组织、话题的引导以及多维资料的呈示和思

维的启发。“撰写鉴赏小品文”这一学习任务，要

求学生能有意识地从内容与形式的角度鉴赏一幅

熟悉的美术作品，需要将之前两个主题单元的知

识与本单元教学内容进行有机融合，对作品的陈

述—理解—评判难度渐次增加。“策划主题性校

园美术作品展”这一学习任务最具挑战性，要求

学生将知识与技能组合并灵活运用于复杂的现实

生活情境中，旨在保证学习迁移高阶目标。该学

习任务包括了很多子任务，如展览主题的确定、展

览的宣传、作品的征集、作品的评定、展场的布置

等等，教师在任务发布之初会有示范性的指导和

组织，一旦学生了解了展览策划的流程和注意事

项后，教师就撤除“脚手架”，逐步转向学习者自

我指导和操练。“举例说明你认为中西方绘画是

否可以融合”这一学习任务是涉及美术学科专业

知识的最后一个主题单元，虽然与第二个学习任

务类型接近，但训练的成分技能和完成难度都有

所不同。成分技能主要体现在基于知识整合的意

义建构层面，任务难度首先体现在需要学生结合

中外美术史课程的学科知识和之前主题单元所学

知识进行融会贯通；其次是要对中西方绘画有综

合性的理解和宏观的视角，教师的引导也更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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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从概念辨析而非讲解示范。作为本课最后一个

学习任务，“编制中小学美术鉴赏课教学设计”主

要考量的是课程教学如何与中小学美术鉴赏教学

进行衔接，即如何将鉴赏知识与技能运用到鉴赏

课程教学中。这一任务设计的初衷是解决学生对

鉴赏课程教学认知粗浅以及如何有效提升鉴赏教

学策略的问题，与之前的学习任务在性质上分属

不同的范畴。任务群的设计及实施过程旨在促进

学生审美素养、综合能力与发展目标高度契合，贴

合美育教学的特点，为实现美育与课程教学一致

性提供有效的路径。

学习任务的梯度化、教学设计的整体性、教学

过程中的“扶放有度”，都意在提升学生的综合能

力和美术素养。而“在课程目标或‘综合性教学

目的’的引领下设计任务，既降低了教学碎片化

的风险，也避免属于后台的分析、分解工作搅乱了

前台的基本思路。”［７］

２．４　多维度评价方式设计
教学评价既是一项检验教学成效、改进教学

实践的基本活动［８］，也是教师及时调整、优化教

学过程的工具，能够有效促进多元主体之间相互

学习、彼此促进和共同发展。２０２０年６月发布的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

要改进结果评价，强化形成性评价，探索增值评

价，健全综合评价。［９］“美术鉴赏与批评”课程遵

循四个评价相融合的思想，结合美术学科特点，构

建了聚焦学生审美素养与综合能力、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多维度评价体系。强调学生在练习与实践

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线上评定的部分包括微

课视频学习、主题讨论的完成情况，线下评定则包

括课堂表现、鉴赏小品文、展览策划、鉴赏课程教

学设计等任务的完成质量。其中线上评定占比

２０％，线下评定占比８０％（图１），主体包括学生自
评、小组内成员互评和教师评价。核心内涵是强

调过程性评价、表现性评价，关注增值评价，以实

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评价手段的多样化。需要

指出的是，作为本课重要的形成性评价任务，“策

划主题展览”这一任务具有较高的难度，在评价

设计时需要给予学生犯错的空间，以反馈而非评

定作为评价展览策划过程性证据的出发点，以鼓

励而非检测为导向，引导学生完成这一挑战性任

务，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反思和总结。学生自评、组

内成员互评与教师评价相结合的多元主体评价方

式，能够有效促进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交

流，同时逐渐形成批判性思维。教师通过对学生

讨论、分享、设计的及时反馈，对帮助学生建立自

主学习、高效沟通的学习态度和习惯发挥积极作

用。课程通过结合过程性评价和表现性评价的多

维度评价方式，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体验和

参与，与高校美育强调的体验性学习和个人发展

有内在的契合。

图１　美术鉴赏与批评课程多维度评价方式

在指向美育的美术鉴赏与批评课程评价的方

式和主体维度这一意义上，课程教学的素养目标

超越了学科导向下鉴赏与批评知识、技能目标，如

同“聚光灯”一般，指引学生形成对自己、对他人、

对艺术和艺术作品更加深透的理解力和批判性，

在自我的省察过程中，积极地调整、拓展审美阀

域，升华审美意识与品味，在对艺术家、艺术作品

的批判性鉴赏过程中，显现出对艺术价值、艺术追

求的思考。正所谓“美育的审美赋能最终指向建

构‘向美而生’的人生。从价值理性到审美定力

再到温润心灵，美育的最终目标是把人塑造成具

有完善人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１０］

３　美术鉴赏与批评课程教学成效与反思
３．１　学生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教学伊始，学生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以及成果导向的教学理念，以及合作探究式的学

习过程，并不能完全适应。随着教学的逐步推进，

教师的不断激励、引导和指导，学生们也在不断的

体验和调节中把握学习节奏，学习态度经历了忐

忑畏惧—接受挑战—自我激励—欣然感喟的过

程。在期末学习总结和反思中，绝大多数学生表

示很赞同本课的教学模式，对教师的教学理念和

教学方法也极为认可，学习任务虽然在数量和难

度上均高于其他课程，但对自己的学习结果非常

满意，不少学生表示自己在语言表达、团队合作、

审美品质等方面均得到了提升，还有学生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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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方式有了新的认识，如有学生写到：“团队

的力量永远大于个人，在一个团体里，只有相互团

结，相互帮助，这个团队才能成功。在遇到问题

时，如果自己解决不了，就应该提出来大家一起想

办法，而不是自己一个人想。通过这次的画展，我

也发现了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在和团队其

他成员沟通时，自己的表达还不够清晰明了，其他

成员不能明确地了解我的想法。”

３．２　教师专业素养得到提高
在课程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学团队通过反复

的交流和讨论，确定了本课的教学模式、教学目标

和评价方式，并基于教学目标拓展、整合课程内

容，以实现学生综合能力和审美素养的切实提升。

也正是由于团队对课程教学的不断实践、调整和

优化，授课教师在教学设计、任务情境设计、教学

组织等方面的能力均得到稳步提高，凭借本课丰

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积累，团队成员荣获２０２２年
贵州省高校艺术教师教学技能比赛一等奖，并获

批贵州省２０２２年高等学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项目，完成了从“教学实践者”向“教学研究

者”的身份转换。

参考文献：

［１］中国政府网．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
的通知［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１２－２０）［２０２４－１２－０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２０２４０１／ｃｏｎｔｅｎｔ＿
６９２４２０５．ｈｔｍ．

［２］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印发
实施［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９－１０）［２０２４－１２－０４］．ｈｔｔｐｓ：／／
ｊｙｔ．ｇｕｉｚｈｏｕ．ｇｏｖ．ｃｎ／ｘｗｚｘ／ｇｚｄｔ／２０２１０９／ｔ２０２１０９１０＿
７００５２２６４．ｈｔｍｌ．

［３］伊卫东．高校美术鉴赏课问题及改进策略［Ｊ］．山东
工艺美术学院学报，２０２２（６）：６３－６６．

［４］高晓黎．高校美术鉴赏课教学方法探析［Ｊ］．教育理论
与实践，２０１９（１０）：６３－６４．

［５］张锦．基于 ＯＢＥ理念的高师美术教育专业中美术学
科教育课程可持续发展的构建［Ｊ］．工业设计，２０２０
（２）：３２．

［６］格兰特·威金斯，杰伊·麦克泰格．追求理解的教学
设计（第二版）［Ｍ］．阎寒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５．

［７］王文智．整体取向教学设计视角下的学习任务设计
［Ｊ］．全球教育展望，２０２２（８）：３９－５１．

［８］钟启泉．课堂评价的挑战［Ｊ］．全球教育展望，２０１２
（１）：１０－１６．

［９］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１０－１３）
［２０２４－１２－０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ｏｎｇｂａｏ／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０２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５４４８８．ｈｔｍ．

［１０］周宪．美育何以引导人向美而生？［Ｊ］江海学刊，
２０２３（１）：２４５．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Ａｒｔ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Ｃｏｕｒ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ＵＡＮＧＬｉｎｇ，ＭＡＹｕｑ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ｒｔ，Ｑｉａｎｎ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ｕｙｕｎ５５８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ｂａｃｋｄｒｏｐ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ｖｏｃａｃｙｆｏｒａｒ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ｅ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ａｒ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ｈｏｌｄ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Ａｒｔ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ｓ，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ａｓｋｓ，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ｔ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ｒｅｆｏｒｍ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ｇｕｉｄｅｄｂｙａｒ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ｎｅｓ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ｉｓｓｅｒｖｅｓａｓａ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ｐｌｅｆｏｒ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ａｒｔｍａｊｏｒ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ｌｉｇ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ｒ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ｔ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责任校对　曾小明）

２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