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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在提倡“五育并举”的

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该如何去理解

美育和美育的作用？

黄 雄：美育应该有这样的作

用：培养“美”的儿童，提升儿童的审

美素养，从小培养儿童从生活中感

受美好事物的能力，养成健康乐观

的生活态度；培养“好”的儿童，塑造

儿童的美德和灵魂，发挥美育“陶冶

性情、立德树人”的作用，从小培养

儿童积极健康的审美乐趣，远离社

会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培养“有创

造力”的儿童，培养儿童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以及发散思维能力；培养

“聪明”的儿童，培养儿童基本的美

术技能和素养，提高儿童的欣赏和

创作能力，启发智力，提高综合学习

能力。

朱国华：美育不仅仅是技艺的

培养，更多的是关乎人格培育，是品

德养成的一条重要途径。要用美的

思想与观念来改变我们自身生活与

发展的状况，提升每一个人成长中

的幸福感。我们的民族在未来更需

要审美素养的提升，需要以人文的

力量来建构民族的精神世界，创造

并提升品质生活。

费岭峰：高素质的人，应该是全

面发展的人。“五育并举”正是出于

这样的培养目标而提出的。“教育的

最高目的是培养人。”美育不应该只

是狭义上的艺术审美意义，它还有

更高层次的审美，即德的向好、智的

完满。

张丹妮：学生通过美育培养从

事任何职业都需要的创造力；学生

具有审美思维可以更好地诗意生

活。在生活、教育、职业全球化的背

景下，将传统文化注入我国孩子内

心，不让他们在全球文化包裹中迷

失自我。

童晓峰：美育离不开生活，美育

一定是走进大自然，感受山川河流、

日月星辰、花鸟虫草的美好；美育一

定是走进老百姓的生活，感受柴米

油盐生活的艰辛和人与人之间的情

感纠葛；美育一定是走进人的精神

世界，感受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与外

界抗争拼搏的点点滴滴。美育是精

神的催化剂，催人向上向善。美育

能净化人的心灵，治愈人心里的忧

伤，让人发现生活的美好。

主持人：美育工作推进难的症

结在哪里？

任为新：随便跑进一所学校，你

问教师或者校长，谁是美育教师，

哪一门是美育课程，或者说想听一

堂美育课，基本不会有满意的结

果。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最

主要的是两点，一是美育的概念，

包括内涵、外延尚未厘清，二是教

育评价的问题。有人说，美育属德

育范畴，因为传统美育就是“里仁

为美”“美善同体”，教师们一般理

解的“美育”就是心灵美、行为美、

言语美、仪表美……还有的以为美

育就是艺术教育。这容易让人误解

为美育是德育、音乐和美术老师的

事情，与其他学科无关。合适的理

解是，学校每个学科中都要渗透美

育——不能只重理性、工具性，要重

视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要用感

性的方法，让学习变成有趣的实践

活动。李吉林在著作《美的彼岸》中

说到美育就是选择和再现“美”的教

学内容，运用“美”的教育手段，是对

所有学科都适用的。目前，对教师、

校长以及家长来说，基本是“不做提

倡的，只做检查的”。学科知识、能

力关系到升学，自然而然重视，学生

的审美能力很难量化，也无关乎考

试，自然没有人肯花大力气研究和

落实。

朱国华：美育是多元的、感性

的，难以标准化与检测，也没有成为

人才评价体系中的内容，因此，美育

很多时候都不能直接为甄选人才

“加分”，那么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它

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这正说明现今

教育发展的评价机制并没有与时代

同步。

费岭峰：大家对美育的理解过

于狭隘，把美育当作一种技能来训

练与培养，这无疑让美育变得功

利。美育更多是一个涵养、蓄养的

过程，是一个孕育于无痕的过程，需

要结合日常教学与活动。也就是

说，所有的活动目标中都应该有美

育的目标定位。

主持人：推进美育工作，各区各

校有何好经验好做法？

徐小焱：推进美育工作需要有

综合的思维和设计。南湖区是省级

艺术教育实验区。我们以此为抓

手，完善艺术教育设施及课程体系，

打造具有南湖特色的艺术教育品

牌。建设好艺术教育师资队伍，鼓

励聘用社会文化艺术团体专业人

士、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担任学校

兼职美育教师，优化师资队伍。完

善学、教、评的体系建设并建立专项

督导制度，建立覆盖全区的学校艺

术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每年组织开

展学生艺术素质测评。

黄 雄：要摆正美育的位置，坚

持立德树人把握美育正确导向，坚

持面向人人提升美育教学水平，坚

持融合发展健全美育评价体系。我

们坚持把美育工作根植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同时认真研

究国际美育新成果，形成了具有品

牌力、影响力的“润墨圆”水墨课程

和民间美术特色课程。探索把民间

美术融入课堂，以课程的方式让孩

子走进传统，亲近经典，在创意教学

中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童晓峰：要以博物馆式“浸润”

的方式开展学习，打通美术与文学、

音乐、舞蹈、历史等学科壁垒，通过

思辨、评论、探究等学习方式，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尽量给学生

营造艺术学习的空间与氛围。美育

需要有一定的情境，比如可以将十

大传世名画之一《洛神赋图》进行同

比例放大，让学生置身于一个更加

宽广的艺术空间，类似博物馆一样，

引导学生更加细致地观察艺术作

品，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艺术作品的

前世今生。美是一种通感，唯有借

助视觉、听觉、体悟感知等方式，深

入了解艺术作品的时代背景、艺术

家的故事等知识，才能真正了解艺

术作品的魅力。

主持人：加强美育工作，大家有

什么好的建议？

任为新：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

2019年1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上明确提出“美育要有刚性要

求”，当年高考数学全国卷有了“维

纳斯身高”的考题。当学校美育作

为校长的年终考核指标，且高考试

卷中审美能力比重增大时，大家对

美育的重视度可能就会有所提升。

当然，更关键的是全民审美能力的

提高，以及对提高审美能力环境与

氛围的营造。

冷 莹：要进一步加强对学校美

育课程的扶持与重视。做好学校教

育的主战场——课堂中的美育实

施。避免应试教育影响下，美术、音

乐以及其他涉及美育内容的课程边

缘化。切实保障美术、音乐等艺术

课程开齐开足，杜绝被挤占挪用的

现象。同时，要保障此类课程开展

所必需的资源条件。在学校美育环

境建设上，要加强教育研究与实践，

建设舒适、美好的校园美育环境。

充分发挥环境育人的优势，创设以

美育人的优良教育环境。要重视对

学校美育活动中人才的培养。这些

年美术、音乐教师的总体水平有提

升，但是教师专业成长仍亟待进一

步加强，包括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教

学素养与美术专业素养等多方面。

要关注乡村学校的美术、音乐教师

队伍建设，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朱国华：在公平与诚信的基础

上给予艺术素养评价应有的地位与

可能。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社会的一

些过程评价与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

改革，使其更符合中国国情。让美

育成果在一系列的考试与评价体系

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不失为一种

比较科学和现实的选择。

张丹妮：美育需要打通课内与

课外，需要我们将生活美育、社会美

育与校内美育相结合。

新时代美育的责任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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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许 江

美育是有关美的智性教育，是对

人心灵的一种孕育，也是一个民族独

特的素质教育、行为教育。美育最重

要的，是要重塑东方文化的主体精神，

拓展东方诗性的品格理想，树立以“东

方学”为思想核心的文化信念。通过

美育培养一批人，通过这些人将凝结

“东方美学”的文心发散出去，传播出

去，感染他人。

2019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

界委员时强调，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这

个根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这个魂就是

中国精神的魂，包括美育精神的魂。

美术在为国家、为民族培根铸魂方面

作用显著，在学校的美育工作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美育通过技艺的训练达

到心智的培养和文化自信的确立，是

树文化之心的过程。艺术的知识积

累、实践服务、精神养成，可以开启心

灵，打动人心，让人感受诗意生活。我

们要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向青少年讲

述民族的美，让他们爱中国的美，习惯

中国的美，皈依中国的美。

我们提倡学习经典。中国的经典

艺术作品中蕴含着民族传统，饱含着

中国人的情感。要精选中国名画百

幅、名帖百帧、名著百作、名筑百庄、名

器百尊，让青年一代从这些形象的教

育中理解中国并认识中国，从这些书

画器物的体认中重建乡愁，重建心中

的、可以带着走的家园。

我们提倡活化传统。中国文化的

美以及对心灵的教育，渗透到我们写

的每一个字。比方说篆书中的“书”，

上面是一只握着笔的手，笔垂直朝向

下面的“日”字——我们握着笔朝向每

一天，这便是“书”字。再比方说艺术

的“艺”字，是种植，是培育，更是“立

人”。要在学校普设临写千字文等书法

课程，这并不是要把所有学生都培养成

书法家，只希望他们从日复一日的书

写当中认识中国精神，理解中国的传

统文化，理解书写中虚实、轻重、方圆、

疾徐、聚散等中国文化的语词世界，理

解千字文里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观点。

希望不论什么专业的学生，都可以通

过书写的训练，在心里牢固树立中国

人对美的认知。此后，无论他走得多

远，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就像风筝线一

样，把他紧紧拽牢在中国精神的旗下。

我们提倡尊礼重仪。加强传统文

化技艺的广泛传习，重视民族传统节

日的思想熏陶和教育传播，形成与历

史文化传统相承接、与时代发展相一

致的新节庆民俗，让青少年在潜移默

化中传承。

我们提倡传承技艺。中国地大物

博、幅员辽阔。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

以茶米为食、以麻丝为衣、以竹陶为

用、以林泉为居的器物世界以及这个

世界背后的技道精神。要鼓励民间营

建各类收藏展示、活用实验的场域空

间，如各类博物馆、民艺馆和社区场

所，引领技艺传习，陶冶东方情怀，提

升中国人的品位，重建饱含中国意蕴

的生活世界。

我们提倡重建乡土。强化家园意

识，尤其要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生态文明，实现空间营

造与精神塑造的共构，以山水观念营

造人文家园，重塑现代人群与自然的

关系，建构一个涵养心灵的中国人的

生活世界。

艺术也好，教育也好，其根本使命

是“以美立人”，这是美育真正的使命，

也是学校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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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国家和教育部门一直强调推进学校美育工作，在有关会议中几次提出“五育并举”的要求，国务院办公厅也专门发文，就全面加强和改

进学校美育工作提出了要求和实施路径，在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中也有培养审美情趣的要求，美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内容。而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认识不

到位、教育过于功利等种种原因，当下学校美育仍处于尴尬状态，突出体现在美育地位边缘化和美育功能功利化上。改变学校美育现状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多方合力，共同推进。本期聚焦——

以美育重塑东方文化的主体精神
让美“化”进心中

□本报记者 言 宏

日前，杭州市胜利小学“昆曲传承基地”揭

牌。该校正式成为浙江京昆艺术中心世界级非

遗项目昆曲的传承基地学校。浙江京昆艺术中

心党委书记周鸣岐表示，这不仅仅是挂一块牌

子，也不仅仅是让专业演员定期带领学生学唱

昆曲，更是要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昆曲的

美，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化”进青少年心中。

业内人士认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其

实应该是“五育并融”，“五育”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很多活动是分不开的，而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让学生全面成长。目前，因为种种原因，智

育很受重视，而美育相对边缘。在人的全面发

展教育中，美育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认识上的

偏差，人们常常窄化美育，以为吹拉弹唱就是美

育，培养技艺就是美育。因此，新时期应该重新

认识美育。

美育，是培养学生认识美、爱好美和创造美

的能力的教育，是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的教

育。美育既通向人类历史文化的纵深，又关联

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因此，有人说，美育不仅关

系着一个民族的兴衰、文化的自信，亦关系着人

类社会的生存质量。

在美学专家、杭州师范大学原校长杜卫看

来，美育有三个层次，一是培养学生感性地理解

看待世界，二是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三是培养

学生的创造力。因此，学校要培养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必须在青少年成长

的关键时期加强美育。省特级教师、杭州市东

园小学教师朱国华认为美育并不是为了培养技

艺人才，而是使学生真正实现平衡成长。要探

索教育教学内容和方式变革，从偏重“技艺”的

学习向更重“审美情趣”的学习发展，教师要为

30年后学生的可能而教。

省教育厅教研室教研员冷莹认为，在现阶

段的学校美育中，存在着对美育教学活动成果

的重视高于对美育实施过程的重视、在落实学

校美育的途径方法上仍然缺乏有力的理论与实

践支撑等问题。在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李建

章看来，美育之所以比较难推进，与其综合的特

性有关。因为没有一个部门能够统筹，也就没

有一个部门可以真正着力推进。即使是体卫艺

处，美育工作也只重点关注艺术类的，别的方面

都没法涉及。他表示，我省成立了12个省级艺

术教育实验区，今后要以此为抓手进一步推动

学校美育工作。

专家认为，要做好学校美育的落实工作，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途径：一是抓好国家艺术课程，

如美术课、音乐课、书法课，做好面向全体学生

的国家课程的学习，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公平、均

衡地接受好的审美教育；二是落实好校本艺术

课程，根据学校特色和教师专长开设丰富多彩

的舞蹈、戏剧、器乐、剪纸、篆刻等校本课程；三

是需要学校以艺术节、戏剧节、舞蹈展演、合唱

比赛、书法展览等大型的校级活动作为载体；四

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强与青少年宫、文化

馆、图书馆、博物馆等社会艺术文化单位、团体

的联系，将校外教育与校内教育有效衔接等；五

是开展美育的课堂教学研究和课题实践研究，

通过研究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及研究能力，只

有教师育人水平的提升才能切实落实好美育工

作；六是加强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领导对美育

工作的监测、评价与管理，把美育工作作为一项

重要工作来抓。

美育要走向更加多元、综合、人文的时代，

需要通过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的改革落实到课

堂，使学生兼具深厚的民族自信和长远的国际

视野。学校美育需要渗透在学校教育的方方面

面，课内课外形成合力，建立更加有效的链接。

比如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项目

化的综合学习、学生创造力的培养等一些重要

研究专题上，可以进一步发挥教育的作用。杭

州最艺术画馆负责人沈笑玲认为，仅仅课内的

学习一定是不够的。每个孩子学习兴趣不一

样，天资不一样，这就需要通过课外的学习实现

个性化发展，让孩子有更加自由的时间和空间

来实现美的梦想。

家长胡行娜认为，孩子丰富的内心和阅历

能够帮助他们提高美育素养，学校和家庭要有

机结合。家长的修养和素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孩子的感知能力。她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成

长，共同提高美育素养。

提高认识，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