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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背景下高职艺术通识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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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艺术通识课程教学模式也在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也在不断完善。

本文主要针对信息化背景下艺术通识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并针对高职院校中艺术通识课程

教学模式的现状，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促进其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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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技术背景下高职学校艺术通识

课程教学模式分析与探索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领域都在积

极地探索与研究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作为传统教育教学的补充，艺术通识课程也

随着社会与科技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创新。

随着互联网+背景下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

高，艺术教育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 在信息化背景下，以互联网+为依托的

教学模式也成为了高职艺术通识课程教学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通过建立相关网站、

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方式向学生传递最新的国

内外艺术动态及相关信息，引导学生学习艺

术文化知识；通过网上交流与互动，培养学

生对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同时还可以引导学

生自主查找相关信息，丰富他们对各种艺术

文化活动、艺术现象以及相关人文知识等方

面的认知。 在这些方式下，不仅可以培养

学生学习艺术文化知识和提升其文化素养能

力。而且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加强对各种

优秀作品和艺术家作品等资料信息共享交

流，从而让高职院校学生通过网络学习提高

他们自己的创作能力、审美与创新能力。

近年来许多高等职业院校都在积极地探索如

何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来提升其教学质量。

比如：开设相应课程时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开

展教学；建立专门教室，让美术作品和教学

视频以多媒体形式展现；建立电子阅览室；

开展教师与学员之间互动、师生互动等多种

互动形式来提高教学质量。 总之信息化时

代对高职院校艺术通识课程改革提出了更高

要求，需要高职师生对信息技术背景下如何

提升高职通识课程教学质量有更深层次地思

考与研究。

二、当前高职院校艺术通识课程教学改

革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创新能力的提

高，我国教育事业也在不断向前发展。特别

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与运用，更给高职院

校中艺术通识课程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

首先，信息技术在高职院校艺术通识课程教

学改革中得到广泛应用和创新。 其次，信

息技术也在高职院校教育现代化发展历程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次，当前互联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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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产生的影响与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由于高职院校在办学模式、培养目标

上与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存在较大差异，传统

艺术通识课程教学模式难以适应现代化教育

需求。 因此当前需要创新教育教学理念与

模式，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高职艺术通识课

程的融合发展，建立起适应社会发展和信息

化时代要求的新型艺术通识课程教学体系、

教师队伍和运行机制等综合体系[2]。

三、构建合理高效的高职学校艺术专业

人才培养体系

高职院校中的艺术通识课程教学改革要

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必须构建一

个合理高效的创新课程体系，才能真正发挥

其自身的作用，从而为艺术专业教育事业的

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首先，高职院校中

的艺术专业需要构建一套具有自身特色和系

统完整地教学体系[2]。 在高职艺术专业课

程教学中要加强专业技能教学、提高学生实

际操作能力、建立完善评价机制[3]等环节。

例如对学生进行考核时可以采用课堂理论知

识考试与现场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而课

堂实践部分可以将课堂理论知识与实地参

观、实际操作相结合进行考核；最后要完善

考评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同时

注重实践环节，确保培养出来的学生符合社

会对人才的需求。 其次，高职院校艺术通

识课程教学中要强化校企合作力度。 在高

职艺术通识课程教学中可以利用“双师型”教

师队伍来促进师资队伍建设，建立一支素质

高、技术过硬、适应新时代教学要求的“双

师型”师资队伍。教师队伍要注重自身素质

的提升，还要注重与企业合作，积极开展校

企合作。 在人才培养中引入企业理念和标

准，促进人才培养质量与市场需求实现高度

统一[4]。

四、建立多元化师资队伍，优化教材内

容建设

信息化背景下，要想提高教学质量，教

师必须不断学习和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并能

够熟练掌握信息化手段与新技术。 通过教

学改革创新来实现信息时代下高职艺术通识

课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在高等职业院

校中，应不断加强网络平台建设。 如定期

邀请知名专家学者来学校开展讲座、报告

等，以此来提升教师们的专业素质和素养；

其次是可以聘请一些有一定艺术专长的教师

加入到网络授课团队，从而促进网络平台的

有效运行。 同时，还要注重培养网络课程

制作技术人才以及课件设计师；再次是要加

强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 在

艺术教育课程改革中，教学团队必须要具有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同时还

应以“实践出真知”为原则，通过开展各种形

式的教学活动，增强学生对于艺术、知识学

习的兴趣；最后是要不断加强专业理论和实

践能力的培养。 在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下，

还需要不断优化教学教材内容建设，并不断

更新教学大纲与教材内容。

五、创新“互联网+”课程教学模式，打

造数字化教学平台，推动通识课程改革向纵

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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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艺术通识课程教学

也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要将传统的教学模

式与“互联网+”相结合，创建数字化的教学

平台，以促进教育技术与教育手段的现代化

和信息化，实现教育观念、教学方法和教学

手段等的变革和创新，构建现代数字通识课

程教学模式。 通过数字化建设项目，可以

构建一个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的综合性

信息化艺术通识专业平台。该平台将在线上

实现数字化视频直播及在线考试系统等资源

建设项目。 例如：教师通过该项目可根据

需要创建艺术作品展示及作品评价系统；学

生在欣赏自己的作品时也可看到自己和他人

作品的评价内容；还可以与教师进行交流讨

论、在线考试以及进行线上分享等。 学生

通过该项目可以实时进行网上讨论学习。

这样就可以将信息技术手段与艺术通识课程

教学有机融合起来，为提高学生整体素质教

育水平提供新途径。 除此之外还可以将网

络共享资源整合到平台上，创建一个综合性

学习资源库，并实现资源共享，实现艺术通

识课程教学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终身

化[4]。

六、结语

高职艺术通识课程是培养学生素质与能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培养学生职业

技能的重要内容。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高

职艺术教育带来了机遇与挑战，要求教师要

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完善自身知识结构，提

高综合素质。 在高职教育改革中，艺术通

识课程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教师应

重视对信息技术背景下高职艺术通识课程教

学模式、教学方法以及实践教学等方面的研

究与探索。 文章从构建合理高效的艺术专

业课程体系、建立多元化师资队伍、优化教

材内容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效举措，为

提升艺术通识课程教学质量提供了一些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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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teaching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art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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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teaching mode of art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is also constantly innovating, and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are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eaching reform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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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curriculu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reform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its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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