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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省（市）考试院、教育厅纷纷发布了本省（市）高校具备校考资格

的院校名单。其中包含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鲁

迅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2024年新增艺术设计学专业招生，且组织校考；恢复美术

学专业校考。取消艺术学理论、艺术与设计管理（中法合作办学）专业校考。

艺术史论专业此前已经取消校考，划定分省计划，按高考文化成绩录取。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24年新增中国画专业招生，且组织校考。取消艺

术史论专业校考。

西安美术学院在 2022—2023年取消了校考，采用联考成绩招生。从陕

西省教育厅公布的校考专业来看，西安美院2024年部分专业恢复校考。实

施校考招生的专业有绘画、雕塑、摄影、中国画、实验艺术等5个造型类专业，

其他专业依旧没有恢复校考。

自2024年起，广州美术学院的书法学、中国画、绘画、雕塑、环境设计、产

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动画、艺术与科技、工

艺美术、陶瓷艺术设计13个专业，可在各地艺术类专业省统考合格基础上组

织校考。原来美术类中的实验艺术、纤维艺术、摄影专业以及设计类中的公

共艺术、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影视摄影与制作等6个专业不再组织校考。

根据辽宁省公布的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校考资格名单中，鲁迅美术

学院拥有校考资格的专业有15个，分别是书法学、绘画、雕塑、摄影、中国画、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公共艺术、工艺美术、

数字媒体艺术、动画等13个专业，另外还有服装与服饰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等2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表演、美术学、艺术管理、艺术设计学、实验艺术、

文物保护与修复、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影视摄影与制作、艺术

与科技10个本科专业2024年不组织校考。

另外，从天津美术学院艺术类专业校考资格名单可见，学校一共有18个

专业（方向）拥有校考资格，2024年，书法学专业不组织校考。其中，艺术设计

学、艺术管理、美术学（美术史论）3个美术理论类专业，在多年前就取消校考，

考生美术统考成绩合格，按高考文化成绩录取。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是普

通类专业，不是艺术类专业，直接按高考成绩录取。

湖北美术学院于2024年取消校考的有公共艺术、数字媒体艺术、戏剧影

视美术设计、影视摄影与制作、视觉传达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印刷图形设

计）、摄影、环境设计、艺术与科技、服装与服饰设计于、纤维艺术、产品设计、

产品设计（展示设计）、陶瓷艺术设计、工艺美术、美术学、跨媒体艺术、表演

（服装表演）16个专业。 （本报综合报道）

美术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

门公共基础课，然当前，不少中职院校在开展

美术教育的过程中，因深受传统教育模式的

影响，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导致美育教育推

进效果不理想。在《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

课程教学大纲》中明确指出美术课程拓展模

块应当适应不同专业、不同个性特点学生的

需要，主要内容既可以是基础模块的专项拓

展，也可以是与基础模块不同的艺术门类；既

可以是与专业相结合的艺术拓展，也可以是

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

鉴于美术教育现状与公共艺术教学大

纲，结合宁波美术学校目前美术课在烹饪专

业相关班级中，教学对象美育基础薄弱、学习

积极性不高，但专业发展、个性成长又急需提

升美育鉴赏能力的瓶颈，宁波美术学校美术

专业组经与烹饪专业教师积极探索，积极实

践中职美术课教学融入烹饪专业教学新

模式。

探索中职美术课教学融入专业教
学新举措

重构教材结构，优化教学策略。结合烹

饪专业的艺术拓展需求，经过与烹饪专业师

生的需求调研，如何提升学生造型设计、色彩

搭配、空间布局和画面构图是烹饪专业教师

日常教学的痛点。因此，本着为专业教学服

务为基点，把艺术设计两个单元的课程进行

重构，同时为了让课堂更具活力，本项目将教

材中“点线面、色彩、构图、形式美法则”4个模

块的教材内容赋予专业属性，让美育教育与

烹饪专业冷菜拼盘融合，以烹饪教学中最常

见的冷拼摆盘为主要教学载体，设计为 4 个

独立教学项目，每个项目从美育学习——美

育内化——美育运用三个环节3个学时进行

展开，3学时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结合

烹饪专业学生的学习特点，该项目以“2023亚

运会国宴冷菜的设计与拼摆”为贯穿整个12
学时的教学项目任务，实施“一主线四主题四

模块”的教学模式。

巧设学习情境，开展项目教学。本项目将

美育教育、美食拼摆相结合，针对烹饪专业学

生，巧设“2023年杭州亚运会豪生酒店招待晚

宴之冷菜设计与拼摆”为真实情境，设计四道

国宴冷拼作品，在三节不同的课型去感知美、

体验美、实践美的同时完成冷拼作品，12个学

时后实现四道高质量、高审美的国宴冷拼作

品，以美为主线，美美与共，美育始终贯穿专业

课堂，完成美术课教学目标的同时，强化了专

业知识，真正做到跨界融合、优势互补。

双师共导共探，小组合作学习。双师共

导，即美育教师、专业技能教师各有分工，相

互融合，共导一堂课，美育导师关注学生对于

美育的认知和内化，专业技能导师关注学生

对于岗位标准的实践，实现企业任务、教学任

务、学习任务的融为一体，实现烹饪专业产教

深度融合，与课程岗位的无缝对接。在教学

过程中，着重关注小组合作教学过程中，组组

之间的交流与提升，组内组员之间的分工与

配合，以关注到每一位学生的学习与成长。

借助信息技术，提升教学效果。本项目

充分利用我校搭建的中小学美育素养平台和

公共艺术 AR 数字化教学资源包，运用信息

化资源，适应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升教学

效果。将线上功能贯穿始终，与线下教学任

务巧妙配合，形成了“二线三段五环”的教学

思路与教学设计：即将专业教师的主导与烹

饪专业学生主体二条主线定为“二线”；将每

一个子任务的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定

为“三段”，其中课前与课后二个阶段主要在

线上学习；课中的课堂教学主要在线下学习，

如教师的现场指导等；而五环主要是指教学

过程中教师导教与学生探疑的五个环节。从

教学任务的上传、学生相关资源的学习、线上

游戏的开展、到知识点的测试、线上打分与实

时统计的生成，都让每一个子任务教学设计

更具有趣味性、自主学习更具引导性、教学实

施更具依托性、实时数据更具精准性、教学评

价更具依据性。

依托平台优势，智能教学评价。借助平

台的汇总功能，实时的统计数据，为专业教师

的教学评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做到了教

学评价的精准性。将美术教学目标融入到专

业教学中，在师师、生生、师生的评价环节，依

托平台，进行评价的汇总，精准了解学生的掌

握情况。从本课纵向来看，无论是每一个子

任务教学过程中的微评价，还是教学环节的

实时上传汇总都让专业教师感受到了项目化

教学评价环节的重要性，一系列精准的数据

和实时的柱形图，让师生一目了然，为下一环

节的教学内容推进的进度，提供了依据。

环环相扣、贯穿始终的教学特色
与创新

以“亚运会手碟冷菜”设计与拼摆项目为

例。本项目将零散的教学内容，通过重新整

合与梳理，凝练形成了一个具体完整性的以

烹饪专业冷菜课程为载体的美术教育项目包

——亚运会手碟冷菜拼摆。环环相扣，主线

明确，让烹饪专业学生明确学习任务的同时，

不断激发延续美术兴趣，提升专业能力。

宁波美术学校搭建的中小学美育素养平

台，涵盖了从教学任务的上传、学生相关资

源的学习、线上游戏的开展、到知识点的测

试、线上打分与实时统计的生成到企业导师

的连线、专任教师、企业导师、名家大咖的介

绍，功能齐全，并且各种功能的使用，贯穿于

课堂教学的始终。通过该平台的应用，宁波

美术学校美育教育进入良性循环。

同时，以“2023杭州亚运会手碟冷菜设计

与拼摆”这一项目的落实为载体；通过4个模

块，每个模块分3个任务的多个纬度模式，结

合恰当的烹饪冷拼为载体的美术教学内容，

在教学目标的设定上，再进一步融入思政的

元素。在模块一第一课时中，美育名师通过

三个年代亚运会的Logo为例，和同学们一起

从 Logo 中的元素分析，随着祖国国力的增

强，中国的元素越来越成为主基调，以期增强

同学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和民族的自豪

感。第三个子任务，充分融入了冷拼制作过

程中劳动态度、工匠精神、操作习惯、职业素

养的培养，以育其劳动光荣、技能宝贵新时代

职业教育精神理念。

“与美同行 润泽匠心”，中职美术课教学

融入烹饪专业教学是宁波美术学校落实《中

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教学大纲》新要求，

创造性地将美术教学与专业课教学相融合的

创新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本专业学生

学习美术课的吸引力，锻炼了美术课教师跨

界整合资源的能力。

与美同行 润泽匠心
——中职美术课教学融入专业教学的实践与探索
■朱效萱（宁波美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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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资讯

西安美院5个专业恢复校考
央美、广美、鲁美、天美、湖美等部分专业不再校考

中央美术学院 2023 年本科招生复试，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绘画基础

科目试题“敦煌57窟文殊菩萨临摹”

中央美术学院 2023 年本科招生复试，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绘画基础

科目试题“敦煌57窟文殊菩萨临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