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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数据信息时代背景下,科技革命成果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理论课程高校公共

艺术课程的重要部分,其在疫情间的授课方式也由传统公共课面授教学的大实体空间向以移动互联网

技术创作的微虚拟空间平台转型,由手工性的书写信息与投屏的机械图像向互联网平台线上的虚拟数

字图像转变。以腾讯会议等为主的APP软件平台成为公共艺术课程授课的试验场,形成具有特型性的美

学特征与价值维度。本文将结合笔者疫情期间在互联网平台上开设的公共艺术理论课程《美术概论》

为例,用指涉理论的视角解读大数据信息时代下的高校公共艺术课程,探讨新兴互联网平台授课时间过

程中虚拟数字图像对传统授课模式的解构与价值维度产生的新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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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庚子年伊始,一场突如

其来的疫情爆发,使隔离成为这个春节

的主题词。这场大隔离不仅控制住疫情

的肆掠与扩大,也潜移默化的改变着我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教育领域的变

化最为直接,从传统公共课的大实体空

间向以移动互联网技术创作的微虚拟空

间平台转型。在今天这个大数据的信息

时代,研究互联网平台的新媒体技术对

教学实践方式的影响也越来越具有前瞻

性和紧迫性。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杂

糅的当下,我们更容易在纷繁复杂的资

讯泡沫中迷失自己,因此就需要我们建

构和完善大数据时代下互联网平台的线

上公共艺术课程的理论研究体系。 

传统的公共艺术课程中学生对于图

像信息的汲取,是以大型幻灯片投影设

备提供的机械技术图像为媒介；而今天

互联网平台公共艺术课程提供的则是利

用软件重新编码后产生的虚拟数字图

像。从图像解读与认知的视阈介入,公共

艺术课程授课中图像本身由空间实体向

线上数字信息的虚拟空间转向；但虚拟

的数码图像作为一种媒介更容易将教师

与学生连接起来产生一种匿名性的互动

效果,可以扩大艺术教育的传播路径,迅

速将最大限额的图像信息资源进行整合,

使学生快捷地获得艺术家及其虚拟的数

字图像信息本文将结合笔者疫情期间在

互联网平台上开设的公共课程《美术概

论》为例,用虚拟图像理论中的指涉视角

解读大数据信息时代下的高校公共艺术

课程,探讨新兴移动互联网平台授课时

间过程中虚拟数字图像对传统授课模式

的解构与价值维度产生的新转向。 

1 虚拟图像的传播理论 

虚拟图像理论属于图像理论的分支,

本文以涉及虚拟图像传播的鲍德里亚图

像理论为主体进行分析。 

法国波德里亚的主要图像理论是

“拟像”,用通俗的语言描述说：“传统

的观看方式,为了获得一个形象,就需要

先有一个场景,也就是一定的距离,没有

这个距离,就不会有观看,也就是传统公

共艺术课程授课方式在教室的实体场域

空间内所提供的观赏距离,正是那一作

用使事物得以呈现或消逝。”电视、电脑、

手机不在意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张力、游

戏和辩证法,它致力“实现”的是将表象

性的“形象”经过去真实化而转变成为

无现实指涉、无深度模式的“拟像” 。

我们公共艺术课程中观看的图像是学生

群体获取信息的重要媒介之一。 

2 线上高校公共艺术课程价值

维度的转向 

伴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兴起,人

类迎来数字图像和大数据信息集成的互

联网媒介时代,这对原有的认知体系与

话语权是一次颠覆性的冲击。传统的手

工视像已经明显式微,替代它的是互联

网虚拟数字图像,电脑、手机上数码编程

产生的数字图像充斥着我们的视域,打

破传统文本、声音割裂式的单一传播方

式,以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一代也在虚拟

数字图像媒介潜移默化的传播中逐渐对

其产生认同与依赖。 

2.1线上公共艺术课程 

大数据信息消费时代背景下,基于

疫情传播的实际形势,推出的全新互联

网线上课程《美术概论》为例。互联网

平台上公共艺术课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

教师无法像真实实体课堂那样通过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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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表情、动作、情绪、姿态等真实

性表象来实时调整你的课程节奏。为吸

引学生注意力,笔者以教材为基础,每周

选择艺术中主题或者社会焦点问题来进

行深度分析,引入课程；如结合新冠疫情

梳理艺术中的死亡与胜利的主题,通过

热点话题引起学生兴趣,然后以案例进

行讲解,增强公共艺术理论课程的趣味

性。尝试从较新奇的角度去切入教学环

节展开关联,又或是借助专业知识与丰

富的教学经验进行深层次的对比剖析。

并与学生互动完成课堂作业,最后是课

下的线上答疑互动。实现线上互联网平

台与平台下教学的有机融合。 

2.2互联网平台上的高校公共艺术

课程价值维度的转向 

互联网认知机制潜移默化的改变着

青年学生群体对世界的观看与思维方

式。互联网平台所提供线上课程的直播

界面为我们呈现压缩时间与空间距离之

后的虚拟场景；也将我们带入一个虚拟

数字图像符号媒介的新时代。这种向虚

拟空间的转译,带来互联网平台高校公

共艺术课程价值维度新的转向,而这种

转向对高校公共艺术课程的建设来说是

机遇与挑战并存。 

2.2.1匿名性的课堂评价 

利用数字图像技术对实体课程进行

转译,进而以互联网平台为媒介进行传

播的线上虚拟课程为高校公共艺术课程

带来新机遇。首先互联网平台线上的虚

拟直播课程《美术概论》,较之线下实体

空间的公共艺术理论课程,它获取与传

播资讯的速度更快,以CCtalk为代表互

联网平台软件的分享功能可以将课程迅

速传播与推介出去。实际直播人数往往

是授课人数的4倍以上。学生在参与线上

虚拟直播课程的过程中,针对授课教师

讲授的精彩部分可以在线上完成点赞的

模式为教师送花。这对于高校公共艺术

课程来说是一种全新价值维度的转向。

在线下实体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由

于在实体空间内的面授,很难对课程进

行传播并对教师的授课过程进行实时评

价,这容易使教师进入自己的舒适区域,

很多教龄较长的老教师容易形成模版化

的教学程式,丧失教学创新的热情造成

消极怠课的情况。互联网平台开放式直

播课程通过高效便捷的传播路径,使线

上虚拟课程变成公共的数字教育资源,

线上虚拟直播课程参与学生的匿名性,

消解线下实体空间授课主体与教学参与

者的距离感。在数字图像的虚拟课程中

教师与学生以一种开放式的平等关系参

与教学实践环节,增加学生在课堂讨论、

发言环节的积极参与性。学生通过匿名

点赞打卡的模式为教师送花,会增加教

师对教学过程的认同感,使其更直接地

体会与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心理,花

朵的数量也会不断激励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积极进行创新、改进与调整。 

2.2.2虚拟图像文本的机遇与挑战 

在传统线下实体空间的公共艺术课

程中,由于人数、光线与教学实体空间的

局限性,空间内不同位置的学生个体在

接受投影产生的视觉图像时会产生感官

体验的较大差异性,不同视觉感官体验

会对学生在理解、体会知识点时造成困

惑与干扰。线上虚拟数字图像的直播课

程,会让教学中的接受个体获得较为平

等的视觉感官体验。在互联网平台的线

上虚拟课程中,学生可以手动轻松获取

所需的虚拟数字图像资源,建构起自己

的虚拟数字图像资料库,为其今后的艺

术创作实践完成图像文本的梳理。 

但也面临新的挑战,其为学生提供

的视觉图像都是由电脑、手机制作完成

又经过平台软件二次转译后重新生成的

虚拟数字图像,虽然有作品的尺寸大小

的文本介绍,但是我们的视觉观看还是

被不同大小屏幕的互联网终端工具所操

控。艺术作品中细节的手工痕迹完全被

色彩变异度、纹理对比度、色温差等虚

拟数字图像语言所转译。我们无法像在

线下实体课程空间中利用巨大的屏幕与

投影完成对图像的细致观察,只得到被

互联网终端工具屏幕尺幅限制的虚拟数

字图像。线上虚拟数字图像可以用截屏

的方式快速获得,会增加学生在艺术创

作中轻易模仿他人的风险,这样的模式

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就会造成艺术品

相应的泛滥化和贬值。 

3 小结 

虚拟数字图像时代下高校互联网

平台公共艺术课程的价值维度转向是

机遇与风险并存。我们要利用线上虚拟

课程产生的机遇为高校公共艺术课程

的教学实践进行改革,同时对其产生的

风险进行清醒的认识与规避。教师应该

努力利用互联网平台直播课程,努力让

它成为我们推动艺术文化发展与创作

的策源地之一。学生也不能在虚拟数字

图像世界中迷失自我,成为互联网时代

下的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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