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朱 丹

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推进美

育评价改革，全面实施中小学生艺

术素质测评，探索将艺术类科目纳

入中考改革试点。随着《意见》的

出台，“如何看待美育纳入中考”成

为近段时间热议的话题。

根据“光明智库”平台最新的

调查数据，有81.73%的网友（含学

生、教师、家长等群体）支持美育以

适当分值纳入中考成绩，认为美育

对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艺术思

维、综合素质能产生重要作用。同

时，也有不少网友担忧：将美育纳

入中考，是否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

担和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城乡

学校在美育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是

否会影响教育公平？带着这些疑

问，记者采访了一些专家、教育工

作者和家长，探讨新政策下的美育

难题。

为何纳入学业考试？

“将美育纳入中考，是要求所

有学校开齐开好美育课程，提高学

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进而完

善自我认知。”21世纪教育研究院

副院长熊丙奇分析说，“与体育纳

入升学考试一样，美育纳入中考同

样遭遇了‘美育应试化’的质疑。

但政策实施的落脚点，并不是真的

要考倒学生，甚至制造出火爆的培

训市场，而是要让各地教育部门、

学校重视美育，保障学校教师配

备、场地建设，按国家规定开设相

关课程，不再任由其他学科教学挤

占美育课程和活动时间。”

《意见》表明，学生的审美和人

文素养是否达到毕业标准和国家

预期，是评价美育成效的基本要

求。“面向人人的美育学业考试，是

为了考查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

素养是否有所发展。这显然不单

指艺术素质，还包括在自然、社会、

生活、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审

美能力、人文素养。”在西南大学美

育研究院院长、教授赵伶俐看来，

如果仅仅将美育考试限定为某个

固定科目，就很容易让其变成“谈

美色变”的苦恼事，美育方面的学

业考试应当是为了促进“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而进行的。

面对家长们的困惑，教育部体

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万丽

君曾表示，美育改革绝不是以增加

学生学业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为

前提的。她强调，2022年的重要

目标是学校美育取得突破性进展，

育人成效显著增强；到2035年形

成全覆盖、多样化、高质量的具有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学校美育体系。

怎么考？如何量化？

当前，我国已有多地试行美育

中考改革，美育进中考的试点范围

接下来将逐渐扩大。采访中，有家

长坦言，如果纳入升学考试，为保

障公正公平，就必须要有相对统一

的评判标准。

那么，美育究竟怎么考？根据

《意见》，美育评价改革在于把中小

学生学习音乐、美术、书法等艺术

类课程，以及参与学校组织的艺术

实践活动情况纳入学业要求。可

见，未来美育考试内容基本上都是

学校教的内容，学生正常参加学校

艺术类课程及活动就可以完成学

业要求，与校外培训内容无关。

11月 10日，宁波市鄞州区进

行了2020年学生艺术素养抽测，

主要内容为初中音乐和美术。鄞

州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抽测在命题方向上，要求促进学生

美育素养、创新思维的提升，注重

测评学生对艺术的感受、体验及想

象创造力，尽量做到让学生在真实

生活情境中运用美育知识。“考试

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考试过程和背

后的‘初心’。”北京师范大学艺术

与传媒学院教授肖向荣建议，在设

定美育评价标准时，不妨多一些关

乎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考评指标。

针对家长们关心的“美育成绩

如何量化”的问题，熊丙奇认为，不

能忽视过程性评价。以江苏省南

京市美育中考为例，它分为过程性

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部分，过程性

评价重平时表现，每学期满分100

分，音乐、美术各50分，占总成绩

60%；终结性评价凭考试，满分也

是100分，音乐、美术各50分，占

总成绩40%。“当然，要消除家长和

社会舆论的担心，还必须进一步推

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逐步转变以

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招生模

式。”他说。

学校今后怎么教？

围绕学校美育，《意见》对美育

课程、教学模式、实践活动等方面

提出了具体要求。对中小学校而

言，从达到“开齐开足”这个底线要

求，到逐步实现“上好”的目标，今

后的美育工作任重道远。

“美育既是现实难题，更是面

向未来教育的时代课题。”中央美

术学院党委书记、中国美术家协会

美术教育委员会主任高洪强调，美

育有两个本质特征，一是“非功利

性”，美育应该做到潜移默化、润物

无声；二是“普遍性”，美育应该面

向所有受教育者。他提出，学校要

构建与德育、智育、体育和劳动教

育相融合的美育体系，挖掘各门课

程中的美育资源，让学生感受到蕴

含在各个学科中的客观规律之美、

人文关怀之美、创造发明之美、探

求真理之美。

调查中，超过一半的网友认

为，相比城区学校，乡村美育有着

显著的短板：学校、家长重视程度

不够，存在资金短缺、设备落后等

硬件难题，缺乏专职的艺术类教

师……“城乡美育确实存在一定差

距，但我们要明确，城乡学生的审

美水平没有绝对性的差异，乡村中

也有不少审美能力强的人。”肖向

荣表示，在新的美育起跑线上，乡

村学校及教师应因地制宜地为学

生开启真、善、美的世界，让青少年

得到传统文化、当代文化及世界文

化的滋养，而不是拘泥于专业艺术

教育的标准，一味地追求精细化、

技能化。

“任何学校只要始终坚持以

‘提高学生审美与人文素养’为目

的，开设国家规定的美育课程和丰

富的美育特色课程（选修），灵活设

定评价方式，就能将社会公众担忧

的考试压力转化为展现青少年个

性美的动力，从而激发出学校、家

庭和社会各界协同参与美育的热

情。”赵伶俐说。

“美育进中考”引热议，学校美育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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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贤

如今，“生命至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

社会的核心理念。人类社会要获得积极

而健康的发展，只有充分尊重生命。中小

学生处于人生的起步阶段，此时正是观念

的形成期。人们常说要扣好第一颗纽扣，

其中，扣好“生命至上”这颗纽扣又是头等

要紧的。如何扣好呢？关键就是要充分

理解“生命至上”的丰富内涵并具体落

实。那么，在学校教育中如何体现和落

实？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要确立健康第一的理念。学生到学

校里是来学习的，这样说当然有道理，可

这一说法非常容易被曲解成“学习第一”

或“成绩第一”。正因为如此，有的人还在

提倡或赞扬带病坚持学习的所谓优秀品

质，有的人还在肯定下课仍然坚持做作业

的所谓好学精神。这是不是本末倒置呢？

要富有珍惜生命、关爱动物的感情。

“生命至上”中的生命，首先当然是指人的

生命，人的生命理所当然是至高无上的。

但是，珍惜生命不该太狭隘，还应当珍惜

其他动植物的生命。然而，在这方面，有

些人的理解是不恰当的：对于有“好感”的

动物，比如对小兔、小猫、小狗等，会关爱；

而对那些一直抱有“恶感”的动物，比如

蛇、蛤蟆、狼、乌鸦等，往往欲置之死地而

后快，甚至还无情地虐杀。一个不尊重或

虐待动物的人，对他人的生命往往也会无

动于衷。

要有乐于帮助老弱病残的意识。人

的生命形态是丰富多彩的，生命力也有强

盛与脆弱之分，但是，生命面前，人人平

等。并不因为谁年轻漂亮就特别珍贵，更

不因为谁出身卑微其生命就可以弃如敝

屣。“生命至上”中的生命，包括一切人的

生命。今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

中，对那些年已耄耋的患者，党和政府同

样不惜巨资无偿抢救，就是这种意识最

好的体现。在文明社会中，为什么危难

来临时，总是让病者、老人、儿童和妇女先逃离？因为

他们的生命相对脆弱，需要优先保护，它所折射的就是

“生命至上”的理念。

要养成热爱体育积极锻炼的习惯。生命在于运

动，健康源自锻炼。良好的习惯成就人生。在众多习

惯中，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无疑是最重要的。每天花

一定的时间锻炼，是最长远和高效的投资。技能是人

生的立足之本，多一种运动技能，就是对生命多一道护

佑的屏障，也能为人生多一股快乐之源。健康的身体

是对自己“生命至上”的最佳诠释。

此外，学校教育诠释“生命至上”内涵的途径还有

许多，比如让学生懂得避难常识、学会常用的急救方

法、理解器官捐献的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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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州市仁皇山中心幼儿园尹家花苑园区
邀请家长助教进校，带领大班孩子们感受传统刺绣
文化的魅力。孩子们通过视频了解刺绣起源、类型，
以及不同种类的绣品对针、线的不同要求，然后在教
师、家长助教的帮助下，完成自己的绣品。

（本报通讯员 魏云云 吴 艳 摄）

“手绣”有传人

□本报记者 张 莺

最近，来自嵊州农村的长乐中学

教师储云宇“火”了。在全国中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年会上，他作为浙

江省普通高中综合实践课教师的唯

一代表，从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一

举拿下说课展示全国一等奖。

储云宇是长乐中学副校长兼综

合实践课教师，他展示的说课主题为

“对上坞山辉白茶的考察探究”，这堂

课不仅让他个人成功“吸粉”，顺带还

给家乡的辉白茶打了波免费广告。

“展示课全国现场直播，我也成了‘网

红’，为滞销的辉白茶带货。”储云宇

笑着回忆课上的场景。

嵊州山区农民六成以上收入来

源于茶叶产业，茶农辛苦，但好茶却

卖不出好价格，利润低，许多茶农的

后代因此大都不愿再回家乡从事茶

叶产业。储云宇展示的教学就从这

一现实“痛点”引入，学生分组经历了

选择研究课题、初次课外实践活动

（社会调查、茶农访谈）、提出解决方

案（优化种植模式、优化包装形式

等）、展示分享实践成果（调查报告）

的过程。学生因此形成的调查报告

《关于长乐镇茶叶产销情况的调查研

究》获得了全国中小学研究性学习成

果评比二等奖。

储云宇展示的仅仅只是长乐中

学开展综合实践课程探索的一部

分。早在2013年，该校就成为绍兴

市首批也是唯一一所综合实践活动

基地学校。之所以将学校发展的突

破口瞄准综合实践课程，校长于永明

有自己的考量。学校地处偏远乡村、

生源一般、师资欠缺，面对这些不可

能改变的发展短板，于永明和他的团

队意识到，激活现有师生内生动力是

第一要务。让教师活起来，给学生

“涨”自信，学校才有活力。以项目化

学习为主要方式的综合实践课程恰

逢其时进入学校发展的视野。“在学

业表现上农村学生可能不如城里学

生，而这又会直接影响师生的自信

心，但他们动手能力有优势，实践资

源相较城区也相对丰厚，综合实践课

程强调在动手中解决实际问题，这无

疑为农村孩子展示自己、提升自信和

才干提供了一个平台。”于永明说。

刚开始，将综合实践作为学校的

办学特色，也遇到了不少质疑和阻

力。完成一项综合实践项目，往往要

经历调查、研究再动手实践的过程，耗

时长。有家长担心学生把精力花在这

种“不出分”的事情上影响学业；也有

部分教师认为，普通高中投入于综合

实践课程，那和职业高中有什么分别？

行不行，看成效。学校陆续开辟

了手工制作室、摄影摄像室、立体花

卉栽培园地等8个校内综合实践活

动基地，以及上坞山辉白茶采摘制作

基地、南山湖实践基地、力马电机实

践园、长乐古建筑群等6个校外综合

实践活动基地。融合各学科开发了

“论语感悟与践行”“唐诗之路与剡西

诗文”“生活中的趣味物理”等特色实

践课程群，如今，入选绍兴市精品课

程已达9门,嵊州市精品课程12门，3

门入选为绍兴市普通高中推荐选修

课程。同时，编写了社会调查实践校

本教材《高中生社会调查方法》。

因指导综合实践或开发综合课

程，学校王艳、竺樱樱、邢云开等多名

教师因此获得了多个国家级和省级

奖项，多项课题获得了省级及市级立

项；学生完成的调查报告和学习成

果，比如《关于金庭镇桃形李产销情

况调查研究》《反应时间尺的研制》

《简易光控开关的制作研究》等也获

得全国一等奖及省级各类奖项，许多

项目均实现了零的突破。

师生取得的众多成果强大了学

校推进综合课程改革的底气，也逐步

消解了家长的担忧和教师的偏见。

家长们发现孩子不仅变得更自信了，

也更爱学了。“学生不再厌学，喜欢待

在学校捣鼓点事情，我觉得办学就成

功了一半。”于永明坚信，只要对学生

的成长有利，学校对综合实践课程的

探索也将永不停步。

学生不再厌学 喜欢捣鼓点事
综合实践课给这所农村中学带来了什么

童话校园“嗨”翻天
本报讯（通讯员 张晨晨 吴 丹）日前，浦江县浦阳第一

小学校园里热闹非凡：多功能厅里，马良童话剧场热闹开锣；

马良广场上，参加讲童话大赛的小选手们正紧张备赛……

203班学生陈俊言搬着凳子准备去给参赛的同学加油助

威，在刚刚结束的唱童话歌曲大赛中，他以一首《神笔马良》一

举夺魁。还有些学生，或作为观众盛装出席，或作为参赛选手

的小助手在场边忙碌。写童话、讲童话、唱童话、演童话，全校

学生都沉浸在童话的世界里乐此不疲。

据悉，作为童话特色学校，这样的比赛或演出场景很常

见。马良童话剧场是学生们把自己写的童话搬上舞台的好机

会；主题童话大赛更是吸引了家长也来动笔写童话。前不久，

由师生改编自著名童话作家汤汤作品的童话剧《老蒲—丑八

怪一起当》还获得了金华市首届童话创作表演邀请赛冠军。

童话成了学校启智导行的重要手段。该校成立了童话特

色工作室，编撰了童话校本教材，每年举办一届童话运动会、

童话艺术节，每周举办一次马良童话剧场。

近日，建德市李家中心幼儿园长林分园中大班孩子在教师
的带领下走进了长林中草药基地，开启了一场以“慧眼识文化，
快乐中药行”为主题的研学之旅。据悉，该园开设有“中草药”
乡情课程，让孩子感受中医文化。

（本报通讯员 廖艳芳 傅慧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