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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育即通过培养人们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从而使我们具有美的理想、美

的情操、美的品格和美的素养。杭州韩美林艺术馆近年来逐渐形成了以围绕馆藏作品，结合传统文化，

注重创新为理念的美育实践模式。本文重点阐述了杭州韩美林艺术馆美育实践具有明确的活动宗旨、丰

富的活动项目，良好的发展模式，并总结了艺术馆美育实践活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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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esthetic education is to train people to know beauty, experience beauty, feel beauty, appreciate 
beauty and create beauty, so that we have a beautiful ideal, beautiful sentiment, beautiful charac-
ter and beautiful quality. In recent years, the Hanmeilin Art Museum in Hangzhou has developed 
an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 model based on its collec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nov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 of the Hanmeilin Art Museum in Hangzhou, 
which has a clear purpose, rich activities, and a good development model, and summariz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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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 of the art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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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5 月 9 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公布了经特别咨询委员会会议投票产生的博物馆定义两个最终提

案。此项工作由博物馆定义常设委员会负责，历经 18 个月，11 个步骤，4 轮咨询后，由数据分析得出 5
个提案，再由各委员会代表投票选出其中 2 个。 

提案一：博物馆是常设的非营利机构，面向公众，为社会服务。它以专业的、符合道德且可持续的

方式研究、收集、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致力于提供教育、深思和欣赏。

博物馆以具有包容性、多样性和参与性的方式进行运营，并与社区和公众交流。 
提案二：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

质遗产。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博物馆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

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 
从两项关于博物馆定义的提案中，我们能看到博物馆职能的要点之一在于教育。艺术馆是艺术类的

博物馆，教育也是艺术馆的重要职能。 
狭义的美育，极端的定义是认为美育专指“艺术教育”；其一般的定义是认为美育指“美感教育”

“审美教育”“审美观和美学素养教育”等。广义的美育，有人认为：“真正的美育是将美学原则渗透

于各科教学后形成的教育”。 
美育定义由狭义而广义的过程中夹杂的另一个维度的变化就是：由形式美育走向了实质美育[1]。所

谓“形式美育”指的是以培养对象的审美素养(如审美观、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等)为目标的教育活动。

而“实质美育”则以上述目标为手段，追求美育的精神实质：人生的美学趣味和教育的审美境界。强调

美育对诗意人生的促进功能已成为现代美育的核心。这样，美育概念就应在从狭义走向广义的同时，也

实现由形式向实质的革命[2]。 
本文以杭州韩美林艺术馆为例，通过对美育实践活动的探索，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2. 艺术馆美育实践活动探索 

早在二十年代蔡元培先生就指出对于社会上的人“不能不给他以一种美育的机会”这就是要依赖一

些专设的机关[3]。他说：“美术馆、博物院、展览会、科学器械陈列所均足以增进普通人之智德。”美

育又称美感教育，即通过培养人们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从而使我们具有

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品格和美的素养。伴随着社会的进步，美育在各项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2.1. 艺术馆美育实践应有明确的活动宗旨 

每一个艺术馆的美育实践活动应有自己的宗旨与特色才能形成独有的风格，杭州韩美林艺术馆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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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宗旨是“以观众为中心”，这是由该馆的特点所决定的。该馆坐落于世界文化遗产地杭州西湖，

是一处与著名艺术家韩美林先生相关的，集收藏、展览、研究、社会教育与对外交流于一体的艺术空间。

共设序厅、足迹厅、雕塑厅、绘画厅、工艺厅、综合艺术厅、学术厅等七个展厅，自 2005 年建馆以来，

杭州韩美林艺术馆致力于研究韩美林的学术思想，发扬韩美林的爱国热情及为民族文化艺术奉献的精神

内涵，弘扬其艺术所代表的更广泛的东方文化，推动中国艺术创新发展，为民族复兴与长期繁荣服务。

作为以现代艺术为藏品的博物馆，该馆在履行博物馆的社教职能时，逐渐形成围绕馆藏作品、结合传统

文化、注重创新的美育实践活动模式，体现了杭州韩美林艺术馆“以观众为中心”的美育实践活动宗旨。 
坚持“以观众为中心”的美育实践活动宗旨，才能吸引大量观众。杭州韩美林艺术馆每年接待游客

超过 10 万人次，每个观众都有着不同的人生阅历，包括但不仅限于学生时代、家庭生活、工作、社会关

系等各方面的经历。由于人生体验的不同，每个人在参观过程中学习到的内容也不一样，对艺术的理解

也会产生分歧。为了提高下一代的审美，为了普及艺术与创新，韩美林艺术馆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

开展不同的美育活动。 
分析观众类型、做好分类服务是“以观众为中心”宗旨的必然要求。杭州韩美林艺术馆主要美育对

象是 7 至 18 岁的学生，在进行美育活动时，将学生分为幼儿(3~6 岁)、儿童低龄段(7~9 岁)、儿童高龄段

(10~12 岁)和少年(13 岁以上)。活动过程中，为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艺术，会首先带领学生参观艺术馆、欣

赏艺术，为此艺术馆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设计了不同的参观线路，低龄段侧重于生动有趣的动物画、雕

像等，高龄段和少年在讲解时更为宏观。参观过程中，注重学生参观者的舒适度设计，从坐、行、游戏、

表达、时间长度、参观作品数量、路线等方面进行考虑，参观活动中鼓励儿童先听讲解再提出疑问。参

观活动结束，再进行当日的活动项目。 

2.2. 艺术馆美育实践活动项目及发展探索 

2.2.1. 艺术馆美育实践活动项目探索 
艺术馆美育实践应有丰富的活动类型，所设置的活动项目越丰富越能吸引更多类型的观众。杭州韩

美林艺术馆非常注重社会教育的活动项目设置。馆中设置有不同层次的艺术学习项目，集中于当代艺术

的学习、研究，尤其是名家名作的鉴赏、研究。同时邀请艺术界的大师为观众讲解艺术的形式、如何欣

赏艺术等。公共教育项目大致分为： 
1) 岁时节日活动。杭州韩美林艺术馆自 2011 年开展美育活动以来，逐渐形成每逢传统佳节、法定

节假日、二十四节气，在该岁时节日前后的周末开展与该节日有关的活动。如元宵节制作花灯、猜灯谜，

端午节开展游园会做“龙头”、做香囊、挂五彩绳、点朱砂。 
2) 创意手工。杭州韩美林艺术馆不定期推出创意手工，旨在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拓展学生的想象

空间。创意手工包括变废为宝，如用红包制作灯笼、用积木做相册等；超轻粘土塑像，可以捏成一切想

制作的东西；还有手工皂、不织布贴画、缠绕画、蜡彩油画等。 
3) 非遗传承。该项目旨在激发学生对传统艺术文化的热爱，带领孩子们走进非遗的大门，所以针对

学生设计了方便好操作的课程。比如篆刻，讲解完篆刻知识后，会让学生在橡皮上进行刻章练习。蜡染、

扎染，结合各民族、地区的染织技术进行讲解，并用小号材料如手帕、T 恤衫进行尝试。刺绣，对学生

来说难度较高，所以会以韩美林先生创作的简笔动物画为原型进行。雕塑除了上文提到的用超轻粘土代

替泥塑，艺术馆还开发了纸浆雕塑，用不同的形式进行，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兴趣与热情。 
4) 常设手工活动。杭州韩美林艺术馆在节假日，开展常设手工活动，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快速参与艺

术活动。如剪纸、马口铁制作、各类彩绘、烫金红包等。 
5) 馆校合作。杭州韩美林艺术馆鼓励教师带领自己的学生走进博物馆，或艺术馆教育人员带馆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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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数字资源走进学校，由艺术馆教育人员与教师共同备课、讲授藏品知识。 
杭州韩美林艺术馆以艺术品收藏、艺术教育定位，十分重视艺术的学习与研究，重视美育。注重培

养体验者的艺术思维、艺术修养、艺术素质，将艺术研究与艺术分享融合到博物馆的教育项目中，为一

切爱好艺术的人群服务。利用馆藏资源和活动，增加学生的艺术体验、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提高学生

的个人素质。 

2.2.2. 美育实践活动传统发展模式探索 
观众人数是评价艺术馆热度的重要指标，探讨美育实践活动发展模式是艺术馆长久发展的基本要求。

在杭州韩美林艺术馆的美育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多方位的美育实践活动发展模式。 
1) 多方合作强强联手，共谋美育未来发展。以美育人，向美前行。自全面落实“双减”政策以来，

杭州韩美林艺术馆积极投入研发课程、举办各类活动，为青少年营造了浓厚的艺术氛围。“助力双减，

美育同行”，以实际行动，赓续传统，迎接未来，提高青少年的审美趣味和人文素养。杭州韩美林艺术

馆积极寻找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为了更好开展青少年素质教育活动，培养“大视野、大格局、大情怀”

的优秀少年儿童。 
2022 年将联合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浙江少儿频道等成立美育基地，共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优质

的美育实训基地，开设艺术研学课程、小记者实践课程、大师精品课程等。 
2) 艺术共建，文化共富，“美育四进”项目走基层、进社区。通过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

全方面开展美育活动。2021 年杭州韩美林艺术馆艺术实践基地在杭州钱运社区、淳安县梓桐镇相继挂牌。

授牌仪式同时也是一场美育活动，带领居民、学生认识艺术，参与艺术活动。杭州韩美林艺术馆推出的

百场公益活动“美育四进”，包括了进社区、进家庭、进艺术馆、进亚运场馆，真正让孩子和家长一起

认识韩美林艺术馆和亚运，了解亚运文化、亚运精神和韩美林艺术独有的艺术特色。加强孩子们对美与

艺术的多角度探索和学习，重塑传统家庭的美育方式，让孩子带动家庭去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更

好地传承亚运精神。 
其中社会美育通过社会文化以社会美的形态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素质，使人更加热爱生活，更

加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的审美传统。 
3) 以馆藏为基础，结合时事，推陈出新。博物馆中的陈列、收藏集合了人类物质文化的精萃，经过

精心的设计与展示，将自然美、社会美进行了综合的、具体的、立体的展示，让观众可以近距离观看展

品，用丰富的内容教育人，新颖的形式吸引人，让游客、观众在参观展览的过程中受到教育和启迪。观

众获得知识的渠道有很多，课堂上灌输式的教育，图书馆中自主的阅读，实践过程中的自主探索……不

同于这些方式，观众参观博物馆时获取知的途径是欣赏的愉悦是精神的享受。这一过程，甚至是不自觉

的，人的心灵在参观中得到了陶冶、精神得到了升华。因此美育是博物馆的一项重要功能。 
杭州韩美林艺术馆在展览陈列方面分为常设展览和临时展览，常设展览通常不做大规模改动，仅在

小范围内进行调整。展厅分为序厅(介绍艺术馆概况)、足迹厅(介绍韩美林先生的经历及为国家做的贡献)、
雕塑厅(陈列雕塑作品)、绘画厅(陈列绘画作品)、工艺厅(陈列陶瓷、紫砂、木雕、印染等艺术品)、综合

艺术厅(陈列各类艺术)、学术厅(展示了韩美林先生的创作环境，亦可供游客休息、学习)，以及公教厅(陈
列历年艺术活动之精粹，供学生游客学习，以及办临时展览之用)。 

常设展览分门别类地进行展示，展陈设计移步易景、层层推进，如雕塑厅中首先看到的神秘含蓄的

佛头，与艺术馆外竹林中的清净寂寞的佛头相呼应，再沿着展厅中轴线又能见到隐藏在墙壁间的佛像，

不走到佛的跟前，看不清佛像全貌，寓意着每个人的心中隐匿着佛性，再到二楼绘画厅时，不经意间还

能俯瞰到该佛，处处有佛缘，时时见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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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展览结合时事，贴近观众的爱好，吸引游客参观。如围绕今年的“宋韵”主题，设计了《灵静

之美，宋韵参望》临时展览，展览借“宋人四艺”——茶、香、画、花之意境，呈现宋韵文化之神韵，

致敬宋人的浪漫与诗意。如 21 年是王安石诞辰 1000 周年，杭州韩美林艺术馆举办了《理想与山水——

纪念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系列活动》之《相与此处吟山湖·飞来峰主题艺术作品展》本次展览以飞来峰

及王安石诗作为摹写对象，创作系列艺术作品，包括书法、绘画、篆刻、雕塑四大门类共七十余件。在

解读与呈现宋韵文化的同时，继承与延续传统艺术，书写西湖文化景观遗产的人文精神。 

2.2.3. 运用信息技术发展美育实践活动探索 
随着各类新技术的普及应用，包括博物馆在内的众多场馆积极参与数字化和教育信息化的战略制定

规划中，紧跟社会变革，优化场馆学习的环境。 
1) 沉浸式观展。在杭州韩美林艺术馆的公教厅内，有一面数字魔墙，它利用计算机技术展现出如星

空般的艺术世界，韩美林先生的各个门类的艺术品在魔墙上悬浮，点击想看的作品就能放大，为参观者

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这种沉浸式学习通过更丰富的信息渠道，提供多感官体验，增强参与性和互动性。 
2) 新媒体的运用。杭州韩美林艺术馆用移动设备来提供有效的学习支持。利用手机，游客们不仅可

以完成预约参观、预约活动等常规性参观行为，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哔哩哔哩视频网

等应用，了解艺术资讯。通过微信公众号上的全景导览模式在线参观艺术馆。 

3. 美育实践活动的借鉴作用 

杭州韩美林艺术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内涵深远的美育实践活动，对于其他博物馆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1) 加强馆校合作。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博物馆、艺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是社会文化传承与发展的

沃土，是公民非正式学习的重要实践场所。场馆教育承载的教育使命基于城市文化发展的需求、民众教

育的需求，与场馆资源融合而生。杭州韩美林艺术馆与多个学校合作，开展艺术进校园活动；与杭师大

钱江学院理工分院进行馆校共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培养高素质实用型人才的目标，共同承担

起开展钱江学院工业设计专业共培生的实践课程任务。馆校共建项目是将学校教学课程与艺术馆发展需

求相结合，共同培养富有创新意识、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从学校发展角度来说，非

正式学习已成为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是学生发展其各方面的能力，特别是学习艺术知识、提高动手实

践能力不可或缺的途径。从艺术馆的角度来说，美育的主要对象是学生，由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纪律

性更强，效率更高。 
2) 细分美育活动门类。从活动主题来看，杭州韩美林艺术馆区分不同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依据个性

化教育需求设计能够推动学习者个体深入学习的活动主题，完成场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从活动形式设计

和实施过程来看，注重学习者个性化学习和探究式学习，注重参与与互动，促进深度学习。 
3) 促进艺术馆教育可持续发展。艺术馆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美育也被视为贯穿基础教育乃

至整个人生学习过程的有益延续与重要补充[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 2012 年报告《博物馆在公共教

育与文化旅游发展中的角色》中，提到其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增强博物馆在传播知识与公共教育中的

核心地位；改进提升文物保存和保护的业务能力” 

4. 结语 

艺术馆已成为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教育中心，艺术馆根据教育对象在认知体验、实践能力和探索等

方面存在的需求差异分别策划教育项目，观众在寓教于乐中习得知识与技能。艺术馆具有相当丰富的馆

藏作品，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它们在建构知识、传播知识、认知与保护多元文化方面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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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无可替代，近年来艺术馆在文化旅游中开始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5]。实质上艺术馆在文化旅游

中所起作用与艺术馆的公共教育目的是相通的。 
艺术馆的美育功能，一直在发展中进步，研究现有的美育成果有助于重新审视艺术馆的社会功能，

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发掘新视野、新角度，从而改进艺术馆的社教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事

业蒸蒸日上，人们对精神文明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博物馆、艺术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也在这样的背景下愈

加受到各界的重视，美育的发掘潜力也不断。艺术馆美育的发展，少不了游客的支持，如何吸引游客参

与活动成为各个艺术馆面对的一项问题，这对艺术馆有了更多要求。杭州韩美林艺术馆基于自身藏品，

把艺术的美以展览、讲解、活动、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和内容表现出来，受到了游客们的喜爱。从过往经

验来看，艺术馆在展览陈列、开展活动等方面都应将“美”摆在核心位置，在策划、组织、开展展览和

活动的过程中，都应注意美学原则，创造出“美”的艺术气氛。 
在美育实践中，艺术馆的社教职能、美育活动随着时代积极发展，美育从模糊盲目的无意识发展到

了精准明晰的社会责任自觉，这也反映了博物馆在当今社会的责任担当与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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