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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长期以来对乡村美育有所关注、研究并基于实

践。请问你在这个过程中对乡村美育有怎样的思考？在课

改的大背景下，乡村美育又可通向何方？在乡村美育的过

程中，是否有备受感动或是记忆犹新的经历？

陈卫和：我对乡村美育的思考源自于关注乡村学校艺

术教育的“蒲公英行动”。2003年我参加谢丽芳老师主持的

中国美协少儿美术艺委会“成就未来”少儿美术教育“蒲公

英行动”专项课题。2016 年开始带领高校青年教师和研究

生作为蒲公英志愿者，为偏远地区的乡村孩子组织暑期美

术特色夏令营，后来发展成为国内十多所高校青年教师组

建“全国高校蒲公英志愿者美育联盟”，与多地乡村教师一

道，连续五年暑期赴边远乡村学校开展美育夏令营活动。

“蒲公英行动”项目开展近 20 年来，前后有近百所中小学乡

村留守儿童和外来工子女参与，为项目学校培养蒲公英种

子教师。不少学校在参与“蒲公英行动”项目后，学校美育

环境和学生精神面貌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学校被教育

部或省教育厅授予“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的荣誉称

号。事实证明，“蒲公英行动”美术教育项目为我国乡村学

校美育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促使我国高校美育浸润行动

更加大面积的普及。

记者：目前乡村美育在人才、资源等各方面的投入出现

的难题和瓶颈有哪些？应如何提升乡村对美术教育的

重视？

陈卫和：乡村美育主要面向当地民众，重点是中小学

生。乡村美育不乏人才和资源，关键是缺乏教育行政部门

的重视和当地政府的支持。当然两者相辅相成，总之关键

在领导。相对于经济排位靠后的乡村，领导意识不能像抓

经济一样抓教育，急功近利马上见效。特别是主管教育的

领导，一定要按照立德树人、以美育人规律去要求教师、配

备资源。现在乡村教育主要问题是急于提高考试成绩，教

师为考试而教，限制了教师的教育教学才智，打击了乡村教

师具有的美育才华。可以说，只要教育行政领导和当地政

府领导重视和提倡美育，乡村学校中的美育人才和资源自

然会大量涌现，学生精神面貌和学习成果也将发生变化。

因此，提升乡村对美术教育的重视，领导重视和提倡美育是

关键！

记者：乡村美育行动对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如留守儿

童、乡村空心化等问题的解决）带来哪些正向的带动效果？

你认为，乡村美育在与非遗的结合方面有哪些空间？如何

带动乡村传统文化遗产的发掘与“双创”？目前有哪些具体

的落地措施或建议？

陈卫和：乡村学校重视美育必然启用本土文化资源和

与各种“非遗”项目结合，对于乡村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发

展无疑产生促进作用。当各种“非遗”技艺转化为美术教育

资源和课程，教师应该根据学生年龄及身心发展，挖掘其丰

富的文化内涵，进行非职业化技术处理。注重“非遗”技艺

的历史文化了解，将较强的专业技能转化为教育游戏，与学

校的教育教学活动紧密结合。同时，当地的文化部门和“非

遗传承人”既积极支持学校美育工作，同时可从美育活动中

发掘传统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需求的结合点，给本土文化

的“双创”带来灵感。如连南县瑶族乡村学校采用瑶绣图案

和色彩美化校园，丰富了当地的美丽乡村建设的墙绘式样。

目前广东省清远市教育局总结连南乡村学校美育经

验，开始选择 8 个镇 20 所学校开展乡村学校“全科美育”教

育教学实验。清远市的乡村学校“全科美育”实验不仅限于

艺术课程，而是面向全员（所有师生）、覆盖全域（学校内

外），追求所有学科的美育效应，即文化课具有艺术性，艺术

课具有文化性。这项乡村学校美育实验已于今年正式启

动，并聘请省内高校教师和深圳美育名师作为项目导师，其

乡村美育的前景非常令人期待。

（上接第12版）

记者：确实，现在有很多公益性的乡村美育碰到普及性、持续性、系统性等问题。

胡俊：是的，它不扎根，跟当地的人民和文化都没有关联性，这样的教学意义何

在？所以这是目前我们乡村美育最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光对乡村美育

有意义，对城市美术教育一样有意义。我们做的乡村美育与其说是公益，不如说是

在乡村美育的过程中学习美术教育。

乡村美育中最简单的方法，也是大多数人普遍认为是好的方法，也许并不可行，

比如用视频教学代替真人教学，把远程教学取代乡村教师，给他一个“工具包”，表面

上看起来好像是很好，但其实乡村孩子不喜欢这样的教学，而且他们的老师也得不

到成长，这就是大家易犯的一些错误。我们通过一种科学的研究，很明确地告诉大

家，此路不通，然后以案例形式告知如何来解决问题。

乡村美育理想状态：

融合、跨代、本土

记者：那你觉得什么样的方式适合乡村美育？

胡俊：比如，用学科整合的方式，利用艺术形式来呈现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这

很受乡村孩子们喜欢。通过这个过程，他们的美术能力能够很好地提升。在这个过

程中，远程的教学和当地老师线上和线下的交替，把美术融合到各科的学科教学当

中。这样不需要美术专业教师，当地学科教师也可以快速成长，而且可以让老师很

有自信。

记者：你理想中的乡村美育应该是怎样的？

胡俊：我也在实验，目前来讲，我觉得理想中的乡村美育，首先是以乡村为中心，

以乡土资源为基础，而不是从外面输入课程。第二个，发挥乡村的社区优势，因为城

市都是小家庭，乡村是大家庭，人和人之间有着丰富的关系美学。把乡村美术教育

和伦理教育结合在一起，通过跨代美术教育来促进一个乡村的幸福感。第三、乡村

美育应该是突出它的生态教育、生态文明，符合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如果做到

这三点，我觉得就是一个理想化的乡村美育状态。

“全科美育”
教学实验值得期待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研究所

首任所长陈卫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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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美育困境与难题何在

杭师援泸支教苹果组教学成果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