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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做好学校美育工作，进一步强化学校美育育人功能，对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意义重大。鉴于美育在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价值，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对美育知能助推中小学教师创

新教学的现况进行深入调研，以此探究美育融入学科类课程创新教学的进展。结果发现：教师在运用美

育知能融合学科教学的过程中存在形式化、功利化倾向等问题，教师可在思维模式上寻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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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critical to perform well in 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al func-
tion of 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to improve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cultivate builders and suc-
cessors with all-around development. Given the importan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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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employ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knowledge-ability to promote innovative teaching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so as to explore the progres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to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of subject cour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achers have problems such as formalization 
and utilitarian tendency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aesthetic education knowledge to integrate subject 
teaching, and teachers can seek breakthroughs in think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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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1]，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美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没有高质量

的美育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学校是开展美育工作的主阵地，因此对当下中小学学科类课程美育实施现

状进行深入调查，分析问题成因并为各主体探寻美育实施路径提供建议，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中小学

校美育已被越来越多的教育教学主体所接受，各地也探索出了不少实践经验。其中，美育知能与学科类

课程的融合教学得到一线教师的高度认可和重视，语文、数学、英语、德育等学科类课程，均可融入美

育知能，促进教学创新。少数教师在探索美育融合教学的过程中呈现出了经典案例，例如：贵阳市第十

三中学的生物老师刘梅，通过成立课外活动小组，结合课上学习的关于落叶分解的知识，组织学生收集

各种形态的落叶，最后在白纸上制作并形成各组自己的作品。在这过程中让学生自主探索，亲自去观察、

感受、创造，她表示教师不仅要培养学生感受美、欣赏美的能力，更要鼓励学生去创造美，以学生为中

心，尊重学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但大部分教师运用美育知能与其教学融合的

现状如何却不得而知。鉴于当下对这一现状的了解有限，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美育知能助推

教学创新的现况进行调研，并设立以下研究目标： 
1) 了解当前美育知能助推中小学教学的现状及反馈； 
2) 探究美育融入学科类课程创新教学的对策。 

2. 研究现况 

国外学者对于美育的研究比较完备，涵盖美育的概念、性质、重要性、功能、作用、学科融合等方

面。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认为审美教育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唯一途径，审美活动是自由的[2]。席勒关于美

育的论述对我国美育的相关研究影响深远。Olga Denac 强调审美维度的一般教学目标与个别学科的专业

目标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总体目标，并将其贯穿于教育过程的规划、实现和评估之中[3]。 
国内学者对于美育的研究集中在美育的意涵、目标与内容、实施路径、评价、教师队伍建设以及课

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方面。关于美育的内容，陈木金提出美感教育的教学活动，不单指美术、音乐等

科，而是包括所有课程中涉美感的各种活动与经验，以及各种教育活动中情意方面的学习，并应注重知

性与感性的陶冶[4]。毛新梅指出美育育人路径的错位具体表现为：当下美育忽视内在价值而重视外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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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走向庸俗而不再渴求高雅，存在片面化倾向并忽视人的全面发展[5]。关于破解中小学美育的一系列

难题，顾霁昀认为重在教师美学素养的提升[6]，胡樱平则经过深入探讨总结了美育实施的三大路径：完

善美育观念、通过课程改革拓展和完善课程体系、有效运用评价手段并构建多元评价体系[7]。 
当下关于中小学美育创新教学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国内对中小学学科类课程的美育及其创新教学的

研究较少，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3. 调研设计与过程 

参照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以及以往研究，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编制了《美育知能助推中小学创新

教学现况调查》问卷，并以此作为研究工具。本次问卷以问卷星(网络问卷)形式进行线上调查，采用匿名

填答，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至 11 月 05 日，向全国各地中小学教授学科类课程的教师发放本次问卷，涵

盖江苏、贵州、江西、福建、河北、甘肃、北京、山东、上海、湖南、湖北、四川、重庆、广东、河南。

共回收问卷 118 份，有效问卷 115 份，有效问卷率 97.5%，用 Excel 进行整理，最终以百分比的形式呈现。

并通过电话访问、线下访谈的方式，收集了部分教师在学科教学中融入美育的案例。 
问卷分为两部分共 28 题，第一部分为基础资料，第二部分包括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探讨学校层

面以及教师个人对于美育创新教学所能提供的支持，共 9 道题；第二个维度是探讨美育知能助推教学的

现状及反馈，共 9 道题；第三个维度是探讨教师对美育创新教学的态度，共 3 道题。 

4. 调研结果与讨论 

4.1. 基本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教师的男女比例相差较大，其中男教师 22 人，占 19.13%，大部分为女教师，

共 93 人，占 80.87%，这与中小学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有关，符合其性别结构。在调查中，教学实践熟练

的成熟期教师占大部分的同时，刚参加工作的新任教师也占了较大比重，共 43 人，占 37.39%，保证了

调查的全面性。超过半数的受访教师在城市任教，共 59 人，占 51.3%，任教地区为县城、乡镇、农村的

教师所占比重依次递减，且小学教师与中学教师比例较为均衡。在任教学科方面，调查结果涵盖 10 门学

科，教授语文、数学、英语这三门学科的教师占较大比重，分别有 44 人、24 人、17 人，各占受访教师

的 38.26%、20.87%、14.78%；而教授物理、化学、地理、生物等学科的教师所占比重较小，分别有 7 人、

1 人、7 人、6 人，各占受访教师的 4.35%、0.87%、6.09%、5.22%，符合学校学科教师的比例。在学历

背景方面，绝大部分受访教师的最高学历为本科，共有 99 人，占 86.09%；少数为研究生，共有 12 人，

占 10.43%；专科及以下学历的教师所占比重最少，共 4 人，占 3.48%。因此，本研究所调查的样本具有

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4.2. 美育知能助推中小学创新教学现状分析 

4.2.1. 学校支持及教师个人支持层面 
1) 学校普遍重视美育，但工作落实不够 
根据表 1 可知，85.21%的教师表示其所任教的学校对美育都有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调查学校是否

为教师提供美育相关的培训时，发现有 51.3%的学校仅偶尔为教师提供美育相关的培训，还有 13.04%的

学校甚至从未提供过。此外，有八成以上教师表示所任教的学校没有搭建美育工作与学习的交流平台。

而经费投入及提供的设施设备不能支撑教师进行美育与学科教学创新实践的学校占比达到 58.26%，超过

半数。这说明虽然大部分学校有重视美育的意识，但落实效果上仍存在问题。究其原因是许多学校管理

层从源头上还没有改变观念，只知道一味地应时代要求去关注美育工作，而没有摆脱美育技艺化、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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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倾向。另一方面，美育工作的实施本就需要耗费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存在教育经费紧张以致于学

校无力设置美育工作专项资金，因此资源投入有限，难以为其运行提供支持与保障。 
 

Table 1. The school’s support for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of aesthetic education 
表 1. 学校对美育创新教学所能提供的支持 

类别 变量 值 百分比 

学校对美育的重视程度 

非常重视 22 19.13% 

比较重视 41 35.65% 

一般重视 35 30.43% 

比较不重视 12 10.43% 

非常不重视 5 4.35% 

学校有提供美育相关培训吗 

总是 15 13.04% 

经常 26 22.61% 

偶尔 59 51.3% 

从不 15 13.04% 

学校是否搭建美育 
工作与学习交流平台 

是 22 19.13% 

否 93 80.87% 

学校经费投入与设施设备 
是否支撑美育创新教学 

是 48 41.74% 

否 57 58.26% 

 
2) 教师存在对美育认知不足、专业性不高的状况 
根据表 2 可知，近半数的教师对美育的内容认识不全面，48.7%的教师表示仅对美育了解部分，7.83%

的教师则对美育完全不了解。同时在表示自己对美育非常了解的教师中，认为美育就是音乐教育、美术

教育等占据主体的艺术教育的教师就占了 30%，对学校美育的了解仍然是片面的。此外，有 11.3%的教

师认为自己的审美素养高，53.91%的教师认为自己的审美素养较高，但在调查教师平常是如何提升自己

审美素养时，大部分人选择“影视欣赏”、“阅读”、“参观博物馆、展览等”、“观赏戏剧、歌舞表

演等”，而选择“参加美育教研、各类竞赛和相关培训”的教师只占到 40.87%，不足一半。虽然绝大部

分教师都认为美育具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但在教育升学的大环境下，以及学校功利的评价导向、家长

望子成龙的心态，致使教师会更倾向于关注教学任务的完成，进而无心、无力从专业途径提升自己的美

育素养、加深对美育的认识。还有部分教师能接触到的资源有限，很少有参与培训、教研活动等的机会，

缺乏与其他教师、专家的交流，教学理念还待更新。 
 

Table 2. Teachers’ personal support for innovative teaching of aesthetic education 
表 2. 教师个人对美育创新教学所能提供的支持 

类别 变量 值 百分比 

您是否认为自己 
对美育非常了解 

非常了解 10 8.7% 

大概了解 40 34.78% 

了解部分 56 48.7% 

完全不了解 9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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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您认为学校美育都包括什么

(多选) 

音乐教育、美术教育等占据主体地位 
的艺术教育 

98 85.22% 

语文、数学、英语等这一类基础课程 
的学科美育 

77 66.96% 

以美育德 84 73.04% 

其他 6 5.22% 

您认为您自身的 
审美素养高吗 

高 13 11.3% 

较高 62 53.91% 

不高 35 30.43% 

不清楚 5 4.35% 

您平常是如何提升自己的 
审美素养的呢(多选) 

影视欣赏 100 86.96% 

阅读 96 83.48% 

参观博物馆、展览等 84 73.04% 

观赏戏剧、歌舞表演等 61 53.04% 

参加美育教研、各类竞赛和相关培训 47 40.87% 

不主动提升 6 5.22% 

其他 2 1.74% 

您认为美育在创新中小学 
教育教学实践方面重要吗？ 

非常重要 57 49.57% 

比较重要 54 46.96% 

比较不重要 3 2.61% 

非常不重要 1 0.87% 

4.2.2. 当前美育知能融入学科类教学的现状及反馈 
1) 教师整体认可美育知能对创新教学的积极作用 
根据表 3 可知，八成教师曾经有在课堂上运用美育知能辅助所教学科教学的经历，并且大部分教师

将美育渗透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目标等多个方面，77.17%的教师表示融入美育知能对其教育教

学有帮助。由于当下新时代的要求，美育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加上学生成长发展的

需要、教师课堂自我创新的需要等因素的影响，不少教师或有目的、有计划，或无意识地尝试过融合教

学。而将美育知能运用于教学过程的各个方面，有利于统筹各个环节中的美育，使其相互渗透，发挥育

人功能。 
 

Table 3. The way teachers use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feedback 
表 3. 教师运用美育的方式以及反馈 

类别 变量 值 百分比 

您是否有运用美育知能辅助 
所教学科的经历 

是 92 80% 

否 2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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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您将美育渗透于教学活动的 
哪些方面(多选) 

教学目标 59 64.13% 

教学内容 80 86.96% 

教学方法 74 80.43% 

教学评价 48 52.17% 

作业布置 56 60.87% 

课后辅导 32 34.78% 

其他 1 1.09% 

您认为融入美育知能后对您的 
教育教学是否有帮助 

是 71 77.17% 

否 2 2.17% 

有一定帮助，但也存在不足 19 20.65% 
 
2) 音乐、诗词、美术以及戏剧是教师多采用的助推形式 
根据表 4 可知，85.9 %的教师表示通过音乐的形式来助推教学，75%的教师采用诗词的形式，也有部

分教师采用美术与戏剧来创新教学，同时，大部分教师表示对其教育教学有提高课堂参与度、营造良好

课堂氛围等多方面帮助。这几种艺术形式比较常见，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美育资源，易于挖掘，教师运用

起来十分具有可行性，不仅能与教学内容相结合、便于对学科类课程进行渗透，而且学生也较易接受，

能够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因此教师多借助音乐、诗词、美术以及戏剧这些艺术形式来找到所

教学科与美育的连接点，以此设计相关教学活动，增强育人实效。 
在调查过程中，有教师谈到他在语文课程教学中运用多种美育知能来创新教学，如音乐融入古诗词

教学，鼓励学生编唱古诗词帮助记忆；又如美术融入古诗词教学，通过绘画帮助学生联想情景。在课堂

导入时可以通过歌曲或者视频激趣；课堂练习时也引导学生通过画图的方法对课文进行梳理和小结；而

在课后组织学生进行课本剧的自主创作，例如《将相和》一课，以此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大意和故

事情节，感受历史人物的惟妙惟肖。 
 

Table 4. The art form and effect used by teachers 
表 4. 教师运用的艺术形式以及效果 

类别 变量 值 百分比 

您曾运用何种艺术形式助推

学科类课程教学 

音乐 79 85.87% 

美术 56 60.87% 

戏剧 38 41.3% 

诗词 69 75% 

其他 3 3.26% 

您认为融入美育知能后对您

教育教学的帮助是(多选) 

提高课堂的参与度 81 90% 

提升学生学习动机 76 84.44% 

营造良好课堂氛围 81 90% 

学生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 60 66.67% 

学生更愿意发挥想象力 67 74.44% 

学生有愉悦的审美体验 74 82.22% 

其他 1 1.11%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4334


李曼秋 等 
 

 

DOI: 10.12677/ae.2023.134334 2135 教育进展 
 

3) 融合教学存在一定的难度 
根据表 5 可知，52.38%的教师表示在实践教学中融入美育知能后会导致课堂纪律乱，近半数教师认

为融入美育知能还会延误教学进度、难以完成教学目标。融合教学不同于传统教学，它形式丰富、活动

多彩，能够充分激发学生们的兴趣，因此也更考验教师对教学过程的组织和调控能力，以及对美育资源

的选择和利用、教学环节的精妙安排。此外，在融合教学的具体实践中，教师容易仅仅是为了丰富教学

形式而运用美育知能，使得学科教学活动与目标超过了美育自身的情感体验过程，学生缺乏主体性。这

说明在融合教学时，不仅需要对课程设计进行更为有效的布局，还要避免美育知能融合教学的功利化、

形式化。 
 

Table 5. The deficienc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tegration subject course teaching 
表 5. 美育融合教学的不足 

类别 变量 值 百分比 

您认为融入美育知能后对您

教育教学的不足之处是 
(多选) 

延误教学进度 10 47.62% 

难以完成教学目标 10 47.62% 

课堂纪律乱 11 52.38% 

学生积极性不高 4 19.05% 

其他 1 4.76% 

4.2.3. 教师对于美育创新教学的态度 
1) 多数教师认为美育创新教学现状仍不成熟 
根据表 6 可知，46.96%的教师认为当下运用美育知能创新教育教学的现状是不成熟的，26.96%的教

师表示不确定，仅有 26.09%的教师认为当前现状已成熟。当下美育环境欠佳，关于运用美育知能助推学

科类课程教学的创新实践以及研究还毛羽未丰，美育近几年才走入大众的视野、被予以重视，许多人的

美育观念还未转变，家庭、学校、社会三方的美育氛围仍需优化，必须形成多主体协同推进的保障机制，

才能有效运用美育知能推进中小学学科类课程的创新教学。 
 

Table 6. Teachers’ attitude towards innovative teaching of aesthetic education 
表 6. 教师对于美育创新教学的态度 

类别 变量 值 百分比 

您认为当前运用美育知能创新教育

教学的现状是否已成熟 

是 30 26.09% 

否 54 46.96% 

不确定 31 26.96% 

您以后是否会主动运用美育 
辅助所教学科 

是 82 71.3% 

否 10 8.7% 

不确定 23 20% 

您认为将美育融入所教学科教学 
有哪些障碍(多选) 

学生认知理解接受障碍 65 56.52% 

教师利用驾驭障碍 86 74.78% 

课堂创新障碍 67 58.26% 

大众接受障碍 49 42.61% 

学校支持提供障碍 69 60% 

其他 2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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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尝试融合教学的积极性较高，但实践面临多种障碍 
根据表 6 可知，虽然有 71.3%的受访教师表示以后会主动运用美育辅助所教学科，但是，教师进行

融合教学面临多种多样的困难，除了学校支持以及教师个人层面，各学科如何对美育进行挖掘、运用何

种形式借助美育知能创新课堂教学、美育知能是否能够促进所辅助学科的教学、家长以及社会是否能接

纳这种教学方式等，对教师来说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教师对于美育创新教学态度的成因，归根

结底还是当下美育环境欠佳，使得学校美育工作具有长期性、不平衡性、艰巨性特点。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5.1.1. 学校美育资源保障和推进机制仍需改善 
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学校的美育资源投入不足、设备设施不够完备，教师培训机制仍需改善，缺乏

运行保障，协同育人乏力。且由于我国当前教育升学的大环境，应试教育在中小学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

位，学校美育环境仍需优化。 

5.1.2. 教师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调查结果显示，存在部分教师还未厘正美育的内涵与作用，将美育局限于音乐、美术等艺术教育，

轻视学科美育的发展，未充分认识到学科美育的价值。同时，在融入美育知能的教学实践中，存在经验

不足、教学时出现突发事件、美育知能渗透不足等现象，以致美育知能为学科类课程服务的效果不太理

想，因此，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审美素养仍然需要提高。 

5.1.3. 当下融合教学存在一定的功利化、形式化取向 
存在部分教师片面地认为只要运用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进行教学就是美育，导致在课堂教学中运

用美育知能容易流于形式，加上教学任务、升学压力诸因素的影响，部分教师将完成教学任务、获取知

识放在第一位，因此也难从所运用的美育知能中挖掘有效资源、实现以美育人，从而不能真正为学科类

课程服务。 

5.2. 建议 

5.2.1. 学校应加强硬件、软件的建设 
首先应当保证资源投入，提升设施配备水平，为教师运用美育知能创新教学提供支持与保障。其次，

应当增加对教师美育观及相关能力的培训，定期开展美育教研活动，以研促教，打通教师创新教学和美

育知能壁垒。最后，学校应当深入推进，加强家庭的有效参与，重塑对美育的认知，构建学校美育体系，

健全、改进美育评价机制，并积极吸纳社会美育力量、资源，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多主体协同推进的

运行机制，共同营造良好、和谐的以美育人的氛围[8]。 

5.2.2. 教师在融合美育知能创新教学的实践过程中应当更新育人的思维模式 
首先，教师应当明确美育知能的运用是美育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美育知能在教学中不只是用来活跃

课堂氛围、激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更要注重感性的审美体验，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将美育渗透在教学

全过程中，尤其是教学目标。其次，应当多提供学生亲身参与、实践创造的机会，充分挖掘生活中的美

育素材，推进审美的生活化。最后，教师要有学生主体性的意识。教师应当让学生自主去感受美、鉴赏

美、创造美，不要将自己的审美观念、标准强加给学生，避免美育融合教学过程中存在理性灌输的倾向，

更要摆脱功利取向，真正从学生个体的生命成长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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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问题的解决不仅能一改学生对知识、课堂枯燥无味的印象和感受，还能充分调动其自主学习的积

极性、营造和谐的课堂氛围和教学情境，进而促进教学效果。此外，教学不再是纯知识立意的实然世界，

能够满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符合当下“育人”的教学要求和教育理念，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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