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脐橙 大情怀

侯奔奔 孙作范

（
一
）
对
赣
南
蓬
勃
发
展
的
脐
橙
产
业
来
说
，
有

一
个
人
作
出
过
大
贡
献
—
—
如
今
已
年
届
八
旬
的

江
西
省
赣
州
市
信
丰
县
老
科
协
顾
问
袁
守
根
。
一

九
六
三
年
，
他
大
学
毕
业
后
分
配
到
信
丰
工
作
，
几

十
年
间
一
直
致
力
于
脐
橙
的
种
植
、
推
广
和
管
理
。

（
二
）
上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末
，
当
地
政
府
决
定
建

园
艺
场
，
任
命
他
负
责
技
术
和
规
划
。
为
采
购
柑
橘

苗
，
袁
守
根
赴
湖
南
邵
阳
，
得
知
有
脐
橙
这
个
新
品

种
，
便
顺
便
挑
选
了
一
百
五
十
六
株
品
相
好
的
脐
橙

苗
，
带
回
试
种
。

（
三
）
为
让
脐
橙
苗
适
应
信
丰
这
片
土
地
，
袁
守

根
先
实
行
﹃
假
植
﹄
，
盖
上
厚
厚
的
稻
草
，
待
来
年
春

天
再
细
心
种
下
。
多
少
个
日
日
夜
夜
，
他
守
在
园
中

观
察
、
测
量
、
记
录
，
反
复
改
良
技
术
，
摸
索
出
有
效

经
验
。

（
四
）
经
过
三
年
精
心
呵
护
，
脐
橙
开
始
挂
果
，

产
量
逐
年
增
加
。
遴
选
出
的
脐
橙
在
香
港
试
销
，
赢

得
消
费
者
喜
爱
。
随
后
，
赣
州
信
丰
、
宁
都
、
大
余
建

立
三
个
外
贸
脐
橙
基
地
。
一
直
担
心
脐
橙
﹃
水
土
不

服
﹄
的
袁
守
根
终
于
放
宽
了
心
。

（
五
）
面
对
新
的
机
遇
与
挑
战
，
袁
守
根
刻
苦
钻

研
脐
橙
种
植
技
术
，
在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章
文
才
教
授

的
帮
助
下
，
为
赣
南
引
进
脐
橙
新
品
种
，
脐
橙
基
地

成
了
试
验
田
。
在
全
国
脐
橙
新
品
种
评
比
中
，
袁
守

根
带
去
的
脐
橙
一
举
夺
魁
。

（
六
）
退
休
后
，
袁
守
根
依
然
常
常
深
入
果
园
。

他
感
到
开
心
的
是
，
从
当
年
的
一
百
五
十
六
株
脐
橙

苗
，
到
如
今
的
一
百
六
十
多
万
亩
﹃
脐
橙
带
﹄
，﹃
赣
南

脐
橙
﹄
成
为
全
国
产
业
扶
贫
典
范
，
累
计
带
动
赣
南

地
区
一
百
多
万
人
脱
贫
增
收
。

▼李家峡水库（油画） 杨参军

新年伊始，伴随社会对美育关注度的持续升温，各

大高等美术院校纷纷围绕新时代艺术类学科建设和人

才培养，制定发展目标和具体举措。如何培养新型艺

术人才？培养什么样的新型艺术人才？成为业内外聚

焦的热点话题。

培养应用型复合型艺术人才

去年年底，教育部强调要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

应用型复合型文科人才。艺术学承担着以美育人、以

文化人的使命，更需深入考量艺术人才培养的目标、方

式与机制。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推动学科建设

与产业发展、社会需求有机衔接，是艺术教育发展的突

破口，也是艺术人才培养的着力点。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副院长方晓风认为，新时代艺术学的发展呈现两种

趋势：一是实践性，这种实践性将不断随着时代发展，

日益与科技融合，艺术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样式和类型；

二是产业化，艺术的发展将逐步与商业模式整合，在经

济社会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艺术学作为一门与社会生活、自然世界密切相关

的学科，拥有与多学科相融的广阔空间。比如，设计学

作为艺术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自诞生以来便具有学

科交叉融合的特点，近年来在助力产业升级、推动城市

更新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高校设立跨学科设

计专业，引导学生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将艺术设计与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相结

合。例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同济大学、广州美

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等院校师生，发挥工业设计

的专业优势，设计出应急隔离间、新型口罩、无接触物

流系统等，既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新方案，也提升了

学生的综合素质；围绕生态环境问题，中央美术学院学

生设计出不同艺术方案，旨在呼吁人们行动起来，保护

地球。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责任感不断增强。

未来，将新理论、新技术、新实践引入艺术学学科

建设，进一步打通艺术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壁垒，推

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艺术学深度融

合，实现跨学科协同发展，是培养新型艺术人才的重要

途径。

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

中国艺术是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中国艺术

在世界舞台上的精彩亮相，不仅需要更多优秀作品，也

需要大量优秀人才。

当前，我国艺术类学科建设仍然存在模仿多于创

新的问题。无论是招生考试、课程教学，还是理论体

系、专业术语，其主要框架大多沿袭自上世纪，这给人

才培养带来一定影响。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张

晓凌认为，中国艺术学界需要构建民族化、国际化的原

创性艺术理论体系。中国学者是有创新本钱的，即丰

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现

实经验、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等。因此，大到学科体系

框架，小到专业术语，都应立足本土、跟上时代。

课堂是教育教学的主阵地，课程提质对于艺术人

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怎样提升课堂质量？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引入课堂、写入教材，是不少高校的共识。

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高洪表示，学院将着力推进“弘

扬中华美育精神的新艺科”建设。中国美术学院党委

书记金一斌指出，学院要构建视觉艺术东方学知识体

系、课程体系和成果体系，建好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

办好“中国艺术大讲堂”。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让

艺术教育扎根本土，不仅是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有益

实践，更是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的必然要求。

改进基础教学工作，是提升高校艺术人才培养能

力的重要抓手。当前，一些艺术学专业基础教学训练

方式较为刻板，基础课等同于技能课，难以充分激发学

生的创造力；一些艺术通识课内容雷同，形式单一，难

以实现艺术普及功能；一些造型专业的基础课，缺乏对

中国传统造型和用色知识体系的传授。帮助学生打好

中华文化基础，需要高校从教学、研究等领域展开相关

实践。

为此，一些高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新

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引入课堂，启迪学生智慧，涵养家

国情怀；一些高校定期带领学生到敦煌等历史文化胜

地，进行艺术考察，深化对中国艺术传统的认知；一些

高校增加实践课程，开展支教扶贫、社区服务、乡村改

造等活动，带领学生深入生活，锻炼实践能力，培养社

会责任感。与此同时，一些高校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方

法，积极探索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教学模式；与国际知名院校开展课程交流合作，让学

生拥有更加开放的国际视野；积极进行校园文化建设，

使学生时刻浸润在美育氛围之中……这些举措，都为

培养高质量艺术人才队伍提供了更多空间和可能。

探索资源共享的协同育人机制

纵观近年来引人关注的新设文科专业，如航空服

务艺术与管理、艺术管理等，都与时代发展和现实需求

密切相关，都是学科交叉融合的成果。许多高校自觉

行动起来，探索构建跨院校、跨专业、跨行业的协同育

人机制，让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第二课堂”是“第一课堂”的有益补充。四川美术

学院统筹推进西部工业设计中心和重庆美术公园建

设，积极参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让学生在服务

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中迅速成长。鲁迅美术学院与中

国第一汽车集团、上海汽车集团等多家企业合作，实现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为我国汽车造型艺术

美学研究与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搭建良好平台。南京艺

术学院借助各艺术院校科研力量，启动艺术学名词审

定工作。“第二课堂”的开展，既拓展了学生对所学专业

的多维认知，也为社会贡献了充满活力的创新智慧。

促进学界业界优势互补的同时，盘活高校自身专

业资源优势，也是艺术人才培养的关键。一些高校积

极探索“双学位”“主辅修”等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整

合提升本校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要。比如，清

华大学新雅书院开设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专业，着力

培养具有扎实工程基础和设计功底的复合型创意设计

人才，授予毕业生自动化、工业设计双学位。山东大学

在本科专业目录以外，围绕特定学术领域、研究方向或

核心素养，推出“国际组织与跨文化交流”等主题系列

课程，使专业培养更加灵活，与社会需求更加匹配。这

些育人机制，为培养更多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提供了有

益借鉴。

艺术从来不局限于同一面貌，艺术人才培养同样

如此。各高校立足时代和社会发展，发挥自身优势特

色，盘活校内外资源，把艺术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把

传统与创新相结合，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必将为艺术

发展积蓄更多青春力量。

版式设计：赵偲汝

为艺术发展积蓄青年人才
马苏薇 付 蕊

图图①①：：广州美术学院陈俊生设计的广州美术学院陈俊生设计的《《未来医疗无人机未来医疗无人机》。》。

图图②②：：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张玉设计的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张玉设计的《《蒲公英消毒灯蒲公英消毒灯》。》。

图图③③：：鲁迅美术学院金思宇鲁迅美术学院金思宇、、陈江波设计的陈江波设计的《《仙人仙人

掌形空气加湿器与净化器掌形空气加湿器与净化器》。》。

图图④④：：同济大学徐醍设计的同济大学徐醍设计的《《模块化应急隔离间模块化应急隔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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