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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元素融入高职人才培养的路径研究
——以市场营销专业为例

周利星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Ǔ广东Ǔ广州Ǔ510800

摘Ȟ要：新时代以来，专业教育与美育教育的有效融合是培养高素质优秀大学生的必要条件。文章以市场营销专

业为例，首先挖掘市场营销专业中的美学，其次阐述美育在市场营销专业中的重要价值，然后通过调查问卷和个人访

谈法，了解美育教学过程中的现状，紧接着分析高职市场营销专业美育教育存在的问题，最后是美育教育提升路径研

究，以期为职业院校深入开展美育教育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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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对加强和改进学校美

育工作进行总体部署，强调要把美育纳入各级各类学

校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学校教育之始终。职业教育作

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全过程、全方位

覆盖的美育体系。然而，美育对职业教育到底有什么价

值？美育在专业人才培养中应该如何实施？已有研究缺

乏深度与宽度，主要聚焦于当前职业教育的美育现状梳

理、问题分析、应对策略及大学生审美形成过程研究的

缺失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试图站在专业教育的立

场，通过调查研究和个人访谈法，了解美育在高职院校

人才培养中的问题和同学们的诉求，对美育元素融入专

业实践教学的重要价值和实施路径进行探讨，以期为职

业院校深入开展美育教育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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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职市场营销专业中的美学

美学营销的商业现象古已有之。“颜值”这一网络

词汇从2015年流行以来，广大消费者的美学意识不断唤
醒，“嗑颜”消费现象比比皆是。面部彩妆、国风服饰、

局部功效型产品……这些商品闪亮登场、精彩纷呈。人们

在满足外在美的基础上，不再拘泥于面部的优化，逐步转

向“内在美”的提升，涵养、气质、学识等领域全面开

花，众多的消费者为“嗑颜”付出更多“金”力在所不

惜，中国“颜值经济”实现爆发式增长。

可见，商品除了应具有使用价值这一固有属性外，

还应该具有审美价值的“附丽”和依托。营销美学不仅

需要产品设计、企业形象美，还强调员工服务、行销风

度美；不但要求具备外在美，还要具备内在美。因而，

市场营销学生在进行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应强化对美

的感悟和熏陶，在大自然和社会中感知美的价值，结合

自身实际进行美的创造与升华[1]。在21世纪的高等教育体
系中，将美育教育融入专业教育是培养优秀大学生的必

由之路。

2��美育在市场营销专业中的重要价值

名扬四海的美术泰山北斗吴冠中曾感慨，“今天中

国的文盲不多了，但美盲很多”。“审美匮乏症”“低

美感社会”等热词的出现，反映了当下人们美学素质

的不足，迫切需要提升人们的美感素养。对于正在接受

高等教育的青少年，美育教育是种很好提升美学素养的

方式。毕竟美育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情感教育，旨在培养

学生认识美和缔造美的潜能，帮助学生追求美的理想、

陶冶美的情操、塑造美的品格，提升美的素养。正如蔡

元培先生所言：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

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可见，陶冶情操是美育的直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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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化心灵、培养高尚的道德，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

态度，则是美育的根本所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极大提

高，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在商品经济高

度发展、繁荣和富裕的条件下，精神的享受和审美的追

求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另一抹阳光。

市场营销专业作为一门与美学紧密相连的学科，将

美学元素融入其中进行美育教育能够广泛而潜移默化地

影响学生的审美、情感、思维、想象和品格，有助于学

生加深对商品的认识，在营销过程中更好地向消费者传

递美的价值。美育教育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美感体验，

而且可以开阔学生视野，加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了解，

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在营销策

划、运营推广、品牌宣传等岗位上萌发更好的创意[2]。此

外，青少年掌握了审美的理论知识，还能提升审美的精

神境界，培养好审美的感悟欣赏能力，形成审美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育比其他学科更加

注重立德树人，对提高学生审美水平、陶冶高尚情操、

塑造美好心灵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适合在多学

科交叉与融合中实现价值引领的渗透，实现培养“四有

新人”的最终目标[3]。

3��高职院校美育教育调查研究

为了解高职院校美育的教育现状，课题组采取调

查问卷形式，共发放和回收272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98%。男生占比18%，女生占比82%，94%的被调查者年
龄在18-24岁之间。被调查者所在学校分布于广州、珠
海、东莞、南昌、上饶、景德镇、南京等不同城市。

3.1  美育教育成效广而不深
美育自1999年正式列入教育方针之后，在各地政府

和教育的共同推动之下，尤其是近十来年，教育系统把

美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以美育人、以

美化人、以美培元，学校美育工作发生格局性变化，取

得历史性突破。然而由于高职院校更为注重专业能力的

培养和理论知识的传授，轻美育、重智育一直存在，导

致学生难以充分认识美育的重要性。34%的被调查者表示
了解美育，57%的被调查者表示听说过美育，但不是很了
解，甚至还有近一成的被调查者根本就没听说过美育一

词，如图1所示。
在对美育的理解上，从图2来看，43%的被调查者认

为美育就是审美能力的培养，这与美育意在培养学生感

受美、体验美、创造美的能力目标是一致的。实践中，

音乐、美术、舞蹈等人文学科的主要课程，是学生接受美

育教育的重要载体，致使30%的被调查者认为美育在于艺
术能力的培养，但事实上美育绝不限于以上形式。23%的

被调查者认为美育就是思想品德教育。当前的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中融入了不少美学教育的内核和要点，虽然两者

的侧重点、手段与方法不同，但宗旨目标具有内在的一

致性，可以在相互影响中共同推动学校教育的进步。

图1��对美育的了解程度图

图2��关于美育的理解

3.2  美学认可度较高
美学包罗万象，生活中处处都有美的存在。无论一

个人是否了解美学，他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对所见所闻进

行审美。可以想象，如果一家公司不了解、不研究一

个地区乃至一个民族的审美情趣与美学观念，仅仅狭隘

地从自身喜好出发去设计、生产一些过时甚至犯忌的商

品，肯定难以赢得消费者的青睐。相反，当我们从美学

的视角出发，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世界，便能发现自然之

美，更好地欣赏生活中的美，从而对世界会有更深刻、

更全面的认识。故而，在“审美能力对你的生活是否产

生影响”问题上，98%的学生持肯定态度，不到2%的学
生则不以为然，如图3所示。
通过调查，88%的学生希望所在学校开设相关的美育

选修课程。通过专业美育课程的学习，习得如绘画、书

法、舞蹈等与艺术有关的知识，也可以通过美育元素的

融入，在专业课上学习日常生活美化方面的知识，感知

审美韵味和文化品味，激发美学思维，培养敏锐的触觉

和丰富的情感，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审美理想、塑造美

好心灵，以美育人、以美化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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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审美能力对生活的影响

3.3  美育学习意愿强烈，形式多样化
在意识到美学的重要作用后，同学们对美学的学习

意愿比较强烈。如图4所示，77.9%的被调查者认为美育
可以丰富学校教学，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与全面成长。

待到毕业就业时，学生可以拥有更多的职业选择，这对

于学校的综合实力提升也是大有裨益，形成良性循环。

图4��美育教育的作用

罗丹曾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

的眼睛。”因此，学习美学至关重要。有七成的被调查

者认为有必要在学校里开设美育课程，他们很愿意接受

美育教育，不愿意的仅占5%，25%的人则持无所谓的
态度。那些不愿意接受美育教育的首要原因在于没有时

间，占了35.7%，这可能跟高职院校在专业建设与学科
评估等注重智育“指挥棒”大有关系，其次是经济因

素，占了28.6%。毕竟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一谈及美
学，更多会想到“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类课

程。这些课程与文化课相比，就没那么接地气，一节课

的课时费几百甚至上千，普通工薪家庭难以支付这么高

昂的学费。

4��高职市场营销专业美育教育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分析，以及对市场营销

专业学生的个人访谈，不难发现当下高职市场营销专业

美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4.1  美育重视度不够
历年来，高等学校重智育、轻美育，注重技术性人

才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致使诸多学校的美育课程教学

中缺少完整的人才培养计划，市场营销专业也不例外。

被调查者中有近一半的学生认为学校对美育的重视度一

般或较差。由于学校顶层对美育的重视度不够，美育在

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地位微乎其微。部分高职院校在美育

课程设置时，天平往往倾向于理论性教学，轻视实践应

用性课程，课程内容不够多样化，且衔接不够流畅。有

些高职院校虽然开设了一些经典文学和影视欣赏课程，

对学生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创意思维训练，从某种意义上

来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和审美情趣。但

是长远来看，这些美育课程内容未能与时俱进，形式也

不够丰富，美育教学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4.2  师资结构不够稳定
美育课程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是关键，师资匮乏

仍然是制约美育创新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问及

被调查者制约美育教育的影响因素时，师资成为除场地

因素之外的最主要因素。一方面，我国高职院校近年来

大量扩招，但美育师资队伍没有及时得到补充，美育课

程直接由专业老师兼任的现象比比皆是。另一方面，不

少高职院校对美育课程师资建设不够重视，专业化投入

与建设资金不足，制约了美育的发展。实际上，老师乃

教育的精魂，优秀的师资犹如发达的根茎，扎根土壤、

供给养分、注入心魄，是落实美育工作、提高美育教学

质量的最终保证。只有在教师心中种下真善美的种子，

才能在学生心中长出真善美的果实。

4.3  美育教学途径单一
现阶段，专门为美育教学和学生课外艺术活动而设

置的课程还远远不够。调查结果显示，不少高职院校的

美育课程性质为选修课，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也不高，

教学内容相对单一。从美育师资层面来看，老师们并非

科班出身，艺术修养层次不高，教学手段缺乏灵活性，在

教学中难免捉襟见肘，这些都严重影响美育教学的实施效

果。从学生视角来看，假如非专业课程的美育课程不够有

趣，吸引力有限，那么，这些课程很难激发他们学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美育教育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5��新时期高职市场营销专业美育提升路径

5.1  加强学校顶层设计，健全美育教育机制
机制作为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各要素之间的结构

关系和运行方式，良好的机制对系统起保障、促进作

用。因此，建立一套好的机制是保障美育工作有效开展

的前提[5]。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

地和主战场，高校应该把立德树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美育教学之始终，引导广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普遍认为，一个系统的设计包括三

个层次，处于最上层的是理念系统，中间为工作或任务

系统，最基础的是“施工系统”。以学校为例，一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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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系统体现为学校的教育哲学与理念，二级工作系统包

括一系列的教学工作、行政管理工作、德育工作、教师

发展工作等诸如此类，三级施工系统的主体主要是师生

员工。如此，形成一个由学校顶层设计、教务处统筹负

责、基础课部美育教研室具体实施、相关部门密切协作

的工作机制，将铸魂、筑梦和画像完美构筑在一起。

5.2  加强师资培养，打造美育课程
老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

人的重要使命。课程是教师从事教育活动的基本载体，

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依据，课程质量的高低直接关乎人

才培养的好坏。学校要把构建美育课程体系作为重要抓

手，建立一个课内外相联系、校内外相促进的美育课程

体系。

市场营销领域，美育内涵极为丰富，在学校教育中

美育无处不在。除了开设舞蹈、美术、音乐等专业性的

艺术课外，我们应该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美育的大格局

育人观，寓美育于各门课程的课堂教学中。随着移动互

联网的发展和资本的竞相逐利，网络直播业态呈爆发式

增长，网络直播带货热度不减却乱象丛生，“最后100
单”“注意手速”不绝于耳，但实际上有时链接上的销

量只有几十，根本就不似主播说的抢购一空的情形。这

就要求我们老师在教授网络直播课程时，引导学生规范

言行，与粉丝热情互动，真诚带货，绝不弄虚作假，做

“真”人，行“善”事，成就直播之“美”，发挥市场

营销专业课程课堂教学的主阵地作用。

5.3  搭建平台，寓美育于校园文化建设
高等职业院校由于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方式的

限制，系统全面的开设美育课程是不现实的，因此应探

索一条更加有效的美育教育之路。

对于高校学生来说，校园是他们学习和生活的主要

场所。校园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在

美育实施过程中，校园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要和谐统

一。自然环境应追求洁净、井然、宁静、典雅的格调，

人文环境应彰显人文气息与艺术氛围，力求潜移默化地

感染学生，广泛利用好校内的文化艺术场所，便于学生

开展各种艺术活动，发挥校园美育活动的主阵地作用，

为学生构筑精彩纷呈的精神世界。

参观活动是大学生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有效途

径。学校可以定期开展一些美育主题相关的参观活动、

文艺演出活动、作品展等等。通过观摩、参观、游览和

鉴赏活动，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通过设

置丰富多样化的比赛类、展示类活动，让学生进行审美

个性的自我展示，从中相互学习、认识美好的事物、陶

冶情操、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6��结语

总之，美育教育不仅仅要塑造“形”，更要注重

“神”的体现。美育教育作为学生实现自我成长、自我

完善的一个途径，也是培养高素质、高层次人才的必由

之路，还是落实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教育方针的重

要举措。市场营销专业美育教育涵盖范围极其广泛，审

美活动既体现在商品的外包装上，也突出表现在商品推

广和品牌宣传上，这就要求人才培养方面不仅可以开设

专业的美育课程，还需要将美学元素如盐入水般地融入

专业课程中，将社会、学校、家庭各方教育资源有效整

合，切实形成全社会优良的学习成长氛围，打破美育教

育的孤岛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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