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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育问题一直是教育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这个强调知识经济以及创新的时代，如何认识并放大美

育在创新性人才培养下的作用值得我们反思探究。本文从教育哲学视角看待新时代美育工作，探讨了相关

政策出台之具体内容、动力、影响及意义，并提出相关反思和评价，以期为探讨美育工作提供借鉴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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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rns in education. 
In this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and innovation, it is worthwhile to reflect on how to recognize and 
amplify the rol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this paper, we look 
at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discuss the 
specific content, motivation,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propose relevant ref-
lections and evalua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xploring the work of aesthe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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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其中文件着重指

出将艺术类科目纳入中考改革试点，纳入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计分科目，依据课程标准确定考试

内容。从教育哲学角度来看，美育的进一步开展对于提高民族的审美素养与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国家

进一步增强了美育工作，将音乐、美术纳入中考，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该政策的开展有利于各层面对

于美育工作开展的重视，将美育工作真正贯彻。以下将从相关政策出台的动力以及意义、文件具体内容

以及影响、相关教育哲学方面的反思评价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2. 政策出台之动力及意义 

美育问题一直是教育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美育即美的教育，而美又是人类价值评价的重要标

准。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美学理论的辨析中，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既延续了古典哲学中对于美的深刻

理解，又在其中融入了许多新颖观点，如劳动和美之间的联系、美的本质、以及它对于实现全面发展所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正是这些板块构成了美育理论以及实践的重要基础，为当今我们开展美育工作

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然而，由于现当代教育的出发点以及主导其发展的各种关键因素，导致现代教

育会更加注重于知识的教育以及伦理的教育，而往往忽视了对于美的教育。 
我国最早于民国初年，由蔡元培先生将美育的概念列入教育宗旨，他指出“以美育代宗教”，对于

推动 20 世纪我国教育体系中的美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1]。而在 21 世纪新时代，我们更加需要

富有个性化、审美化、创造性的人才加入社会的建设当中。为此我国指出“五育并举”的思想，指出了

美育对德育等其他的方面能力的培养具有深远影响。我国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而加强大中小学的

美育工作正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任务。如今将音乐、美术等艺术类课程纳入中考，进一步

强调了美育的重要意义，尤其是艺术美育方面，通过欣赏艺术，开展艺术的实际操作以及技能训练，有

利于培养人的审美创造力，开拓人的思维，并且在对于想象力、专注力以及内心自由方面有着深远影响。

而纳入中考的举措有利于督促各层面落实好美育政策，有利于让学生能够真正在学校学习中感受音乐美

术的魅力，进一步开拓思维，从而促进专业学科知识的学习能够学有所成，真正落实好全面发展教育，

对学生学习有着深远影响，在社会进步方面有着重要意义。除此之外，落实好美育政策还有利于减轻学

生的学业负担，使他们不会只学习学科课程与此同时，学习艺术类课程还可以放松学生们的心情，使学

生们在课上陶冶自己的情操，享受美术抑或是音乐、书法带给自己的乐趣，感受艺术带给自己的熏陶和

魅力。 
而在相关政策出台之前，我国美育建设并未能跟上经济建设的步伐。在学校师资方面，不少学校尤

其是小学、初中音乐老师、美术老师十分缺乏，甚至存在一位老师教多门学科的情况出现，音乐、美术

课程仅仅作为“搭配课”，由语文、数学等主科老师代为教学，学科教学的专业性不强，说明学校更重

视入学率，学科优秀率，从而导致对于美育工作的开展过于忽视，从而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并没有深

入感受到美育课程的魅力，导致课程对学生创造性以及思维的开拓性等方面的帮助少之又少[2]。而将音

美体考核纳入中考，以分数的形式呈现，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学校、家长对孩子该方面能力培养的重视，

而学生会在艺术类课堂上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在艺术类课程上投入一定的时间，从而达到美育的相关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652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城 等 
 

 

DOI: 10.12677/ae.2023.136527 3339 教育进展 
 

教学目的。 

3. 政策具体内容以及影响 

在美育工作开展方面，政策指出要将美育工作有机整合进教学内容，全面完善办学条件，积极完善

好课程评价机制，保质保量上好艺术类课程。艺术类课程都是人类在劳动生活实践过程中，运用语言文

字所创造的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教育对提高学生审美素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完善开展音乐、美术等艺术类课程，配齐配好艺术类教师，丰富艺术类实践活动，与此同时，美育也需

要体现时代特征，注重传播中国美学精神，加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例如剪纸、

民乐等艺术形式，让学生在课堂中学习学科基本知识的同时培养其核心素养，了解更多中国传统艺术知

识，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将中国传统美学以及其蕴含的内核内化于心，外化于专业学科学习

当中。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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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施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有利于做实做好美育工作，将美育

概念深入人心。并且还要让美育在中小学中有意、有序地予以渗透.教育工作者要做到言传身教，使学生

善于去发现、发掘生活中的各种美。该政策出台之后，大中小学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首先，对于师资力量的匮乏问题，艺术类老师数量高速增长，质量也不断提高。在对于艺术类老师的招

聘中，市政府也提供了相应岗位的编制，吸引艺术类人才的到来。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

万丽君在接受专访回应社会关切时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艺术教师比例已为 7.5%，而九年义务教育的艺术

课时数占比标准是 9%~11%，艺术教师数量还有 1.5%的提升空间。社会各界表示在师资力量方面已经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这有利于学校对艺术类老师的重视和关注，也会对这类课程加大投入，让教师们在提

升自我能力的同时，做到言传身教，让学生们对于艺术类课程有更深刻的了解，从而更好地完成美育工

作，使得整个社会都充满良好的风气。 
其次，教育部体卫艺司副巡视员万丽君在杭州师范大学调研美育工作时表示，艺术类的中考不会增

加考试负担，会更加着重于艺术类课时能够保质保量地开展，考试内容即为学习内容，学校教什么，我

们就考什么。从试点情况来看，学生在中考时能够在艺术类考核的总分 10 分中获得 9 分的平均分，同时

其考核内容着重于考察学生对于音乐美术的基本核心素养，难度不高，只要学生认真上课都能获得高分。

学生们不会仅仅局限在文化课上，也不会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文化课当中。在学校，他们能更好地接受

全面发展，成为德智体美劳全能发展的人才。在这样的措施背景下，考核保障了学生不需要在校外加以

培训锻炼，督促学生积极融入课堂，没有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同时还落实了美育工作，潜移默化地开

拓了学生思维，促进了学生的创造性发展以及社会性发展，促进其个体的自我成长。与此同时，在试点

过程中，学校美育工作相较之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校逐渐开始重视艺术课程的开设，师资力量水

平在不断提升和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学生艺术素养的提高也非常明显[3]。在学习过程中，学

生能够更加积极分享自己的观点并且加强交流，更加愿意去发现身边环境之美以及身边同学心灵之美，

充分体现了美育对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以及对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建立的重要作用，更

进一步诠释全面发展教育重要意义。 

4. 反思与评价 

这是一个强调知识经济以及创新的时代，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认识并放大美育在创新性人

才培养下的作用值得我们反思探究。学校可以将艺术类课程划分为第一课堂美育和第二课堂美育，并在

开展相关艺术类课程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4]，在第一课堂方面，学校可以让学生们在

美术课程中可以通过鉴赏中国、外国的美术作品，简要了解美术中的类型以及美学历史；在书法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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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悟中国文字的巨大魅力，在音乐课程中了解各国不同的民族音乐，了解不同的曲调，教师可以从旋律

出发引导学生感受音乐中流露出的异国风情或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喜怒哀乐。通过大量的鉴赏让学生积累

其自身对于相关艺术内容的感受、经验，从而提高其审美水平，让学生能够在专心研究单个事物中同时

也能够发散思维，发挥想象，从多个角度出发来了解分析事物，这对于专业学科知识的学习也有着重大

意义。除此之外，培养第一课堂美育可以让学生具备基本的美学理论基础，掌握审美的钥匙，并在开阔

其视野的基础上，提高其审美和人文素养。在第二课堂方面，学校可以开展一系列文化活动，来培养学

生们的审美情趣，通过讲座沙龙、艺术类社团等方式培养学生们的美育，从而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在

教学内容方面，教师应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让美育课程做到与时俱进，把握时代

脉搏，和时代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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