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
F O C U SF O C U S

责任编辑／俞 越／0571-8531183503032 0 2 2 . 1 2 . 1 02 0 2 22 0 2 2 .. 1 21 2 .. 1 01 0 CHINA ART WEEKLYCHINA ART WEEKLY

近日，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公共艺

术课程指导纲要》，将公共艺术课程纳入各

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学生修满公共艺

术课程 2 个学分方能毕业，这引起了网民

的热议。从普遍的网络意见来看，这个规

定受到的了一致好评，表明全社会对于艺

术教育的热切期盼和强烈支持。

虽然我国中小学教育并不缺乏艺术

教育课程，但落实得并不尽如人意。实际

上实用主义仍然是国人在教育领域最优先

的选择，由于巨大的学业压力，中小学（尤

其是初高中阶段）偏向于知识性学习而一

定程度上忽略了艺术课程。大学阶段虽然

有时间但是缘于就业压力、个人兴趣、大学

办学性质和学科专业不同而造成艺术课程

不足的现实，艺术教育离面向每一个大学

生依然遥远。从这个角度看，趁青少年在

大学阶段有时间有条件的情况下，大力普

及在中小学阶段缺失的艺术教育正是对教

育内容体系的完善和补充。这次《纲要》提

出“构建面向人人的课堂教学和艺术实践

活动相结合的公共艺术课程体系”或许正

是看到了高等教育在艺术教育方面存在的

不均衡和不足现象，是一个及时而又必要

的指导性文件。话讲到这里，实际上还隐

含着一个更深的命题，即我们为什么一定

需要进行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人

之立于世无非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人在

物质得到满足之后必然产生精神需求，尤其

是在今天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

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的阶段，精神需求无疑变

得更加迫切。那么需要怎样的精神需求

呢？显然不应该是低俗的、拙劣的、庸俗的

精神产品，而应该是文雅的、精美的、高尚的

艺术产品。青少年正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

时期，用高尚的情操塑造他们的人格，用优

秀的作品鼓舞他们的人生，正是艺术教育需

要承担的任务。经历过岁月洗礼的成年人

们会有这样一个感受：物质对于人的幸福意

义比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相反，精

神世界的充盈越发成为衡量幸福的重要参

考，在这里精神世界的建构，艺术教育发挥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精神世界丰富了才

会有向全面发展迈进的可能，所以艺术教育

是提高人的生命质量的重要途径。

当然，艺术教育也是教育本身的需要。

人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优

秀艺术成果，教育的本质就是传承这些优秀

成果。教育还要建立标准以此教人明辨是

非。艺术教育的最重要功能是审美，就是在

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教人什么是美的，需要欣

赏与坚持；什么是丑的，需要摒弃与远离。

这一点上艺术教育与教育内涵具有共通性，

所以缺乏艺术教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在

大学阶段普及艺术教育的优势明显，最根本

的优势就是已进入青春期的学生们对艺术

的理解能力和执行能力更强，对艺术的需求

更旺盛。所以除了有深厚的专业课程，还需

要有多层次的公共艺术课程满足他们的心

灵需求，占领他们的闲暇时间，以此为载体

更好地实现教育的价值。

艺术教育要满足人民群众更高精神

文化需求的需要，是社会主义新阶段文化

发展的内在要求。当下，一个有趣的现象

是广场舞遍地开花，这就是最典型的文化

需求。但是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绝不应该

仅限于此，尤其是不断青出于蓝的年青一

代，需要在更高的精神领域攀登，这个时候

艺术教育就要将美术、音乐、戏剧、电影、文

学等领域优秀的成果介绍给他们，引领他

们在艺术的世界翱翔，探索思想与精神领

域的新境界新高度，起码应该为他们打开

艺术世界的一扇窗。我们似乎能够预见到

经过几代人的艺术教育努力，我们的国民

具备了良好的艺术修养和素质，更多的人

走进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剧院等艺术

场所成为常态，人文主义在新时代实现中

兴。以这样的视角反观，反而能突出艺术

教育的重要和急切。

中国文化传统历来重视艺术教育，从

周朝“六艺”对艺术教育的懵懂探索，到孔

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对文艺、音

乐、舞蹈等艺术教育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关

系追寻，再到盛行千年的文人文化对琴棋

书画等全面艺术修养的要求，形成了一套

综合的艺术培养标准和思想，源远流长。

在现代高度发达的文明体系里，一方面人

的价值歌颂史无前例凸显，另一方面艺术

研究成果史无前例丰厚，再一方面艺术教

育的条件史无前例优异，所以更应该进行

更优秀的艺术教育。

正如《纲要》指出的那样，“公共艺术课

程对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塑造健

全人格，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关于艺术教

育的种种好处还可以罗列出很多，只是多

少年来，艺术教育因为不列为考试科目而

被忽视，我们的艺术教育还没有成为人们

的自觉行为和教育刚需。所以这个《纲要》

是一份迟来的文件，它明确将公共艺术课

程列为我国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并为建设这个课程体系提出了具体

的要求和量化标准，必将推动我国的艺术

教育向前跨越。也有网友指出这区区两分

无足轻重，有蜻蜓点水之嫌，只不过让艺术

教育流于形式。持这种声音的人本质上不

是反对艺术教育而是希望更加重视艺术教

育。笔者坚信虽然分数不多但是以文件的

形式予以规定和要求必定是艺术教育良好

的开端，毕竟只有积跬步才能致千里，行动

总比不行动好。（作者系独立艺评人）

积跬步以致千里
■刘昌玉

这些年，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迅猛发展，

大学美育教育一直是一个被人们津津乐道

的热门话题。的确，在物质生活日益丰盈、

工作节奏日益加快、精神问题愈益突显的

现代社会，审美教育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甚

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高等教育持续蓬

勃发展、素质教育不断推进的形势下，特别

是眼下正处在经受了三年疫情困扰的“后

疫情时代”，人们的心智亟需平复和疗治，

在校大学生作为担负国家未来建设和发展

的生力军，其审美教育与人格塑造就显得

尤为重要，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发展趋向

就越发值得大家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

众所周知，大学美育，简单来说，也就是

对大学生进行美感教育，即通过培养大学生

们对美的认识、体验、感受、欣赏和创造能

力，从而具备美的理想、情操、品格和素养。

事实上，美育作为人类文明的一大传

承，历史相当悠久。早在《尚书·尧典》中，

就有舜帝命夔“典乐”以“教胄子”的记载。

几千年前，孔子就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

于乐”，强调审美教育对于人格培养的作

用。在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中就有关于

美育对人的道德、品质的正面促进作用的

论述。《论语·述而篇》云：“志于道，据于德，

依于仁，游于艺”，《礼记·学记》也说：“不兴

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

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

师，乐其及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

也。”很好地阐明了“游于艺”的基本内涵。

由此可见，孔子培养学生，以道为志向，以

德为根据，以仁为凭藉，以“六艺”为基本，

使学生能够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是中国提出美育

的第一人，“美育”一词，最早也是由他从德

文翻译过来的。其“以美育代替宗教说”闻

名于世。他曾大声疾呼：“美育是最重要、

最基础的人生观教育”，并且毕生不遗余力

地倡导美育。差不多同一时期的著名美学

家朱光潜也提出过用“美育”代替“德育”的

想法。

我国高校美育教育由来已久，它是提

升学生的健全人格、综合修养以及创造力

与想象力的重要路径，近些年来在国家政

策引导与基础层面的持续推动下，我国高

校的美育事业有了长足进步与发展，并且

已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科研与教学团队。

但随着美育活动的深入和形式的多样

化，有些人对美育的认知存在一定的误区，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认为美育就是简单

的唱唱歌、跳跳舞、写写字、画画画，将美育

局限在单纯的艺术教育范畴之内，从而忽

视了人的内在精神的整体性提升。在一些

学校美育的落实情况更是差强人意。某些

学校人浮于事，师资严重不足，学生得不到

系统的美育教育，加之缺乏科学的美育评

估体系和督导机制，使美育教育成了食之

无味、弃之可惜几成摆设的“鸡肋”。美育

教育功利化现象也比较严重，在现行评价

体系中，美术和音乐等相关公共艺术课程

一直被视为是可有可无的“副科”，挤占和

应付美育课的现象时有发生。美育教育碎

片化、肤浅化、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

显然，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美

育工作已经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美育教

育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据悉，为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高等学校美

育教育教学改革，加强高等学校公共艺术

课程建设，近日，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

公共艺术课程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强调了在各高校开展普遍的美育教

育的目标，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意见

和要求。

《纲要》明确公共艺术课程是我国高等

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艺

术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实施美育的主

要途径，根据教育部《纲要》的要求，所有高

校都需要将公共艺术课程及艺术实践纳入

高校人才培养方案，实行学分制管理。将

公共艺术课程纳入各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

案，学生修满公共艺术课程 2 个学分方能

毕业。也就是说，就如同现在学校里所学

的“马哲”“马政经”一样，是无论任何专业

的学生都必修的公共课，如果没有拿到学

分，就无法顺利毕业。这不能不说是高校

美育史上一项力度最大的“硬性规定”。

因此，为了适应《纲要》提出的新要求，

各高校不仅要落到实处，而且还要学以致

用，收到成效。为此，首先应该从更加宏观

的角度来进行艺术类学科布局，在艺术专

业教育上，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艺术学科

专业体系，增强人才培养和社会经济发展

的契合度。其次，提升大学美育教育的普

及，必然需要有一大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才有可能完成，因此，在艺术师范类教育

里，培养出更多能够适应新时代变化的师

范生就显得尤为重要。再次，公共艺术课

程体系应有大格局，不能仅限于传授艺术

史论、赏析与实践知识等，而应在更大格局

上开设论及人类与社会发展的大命题课

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美学精

神”“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与人类本体生

存与发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密切相关的

课程，从而构建新时代独具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公共艺术课程体系。

还有一点，高校应该以《纲要》印发为

契机，整合资源，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艺术教育，营造出浓厚的人文艺术氛围，多

增加一些艺术实践类型的课程，必要时开

门办学，让学生走出教室，置身其中，融入

社会这个大课堂，增加艺术实践与体验。

总之，应该从实际出发，活学活用，求真务

实，不搞一刀切，根据需求，因地制宜，因人

设课，因材施教。

志道游艺，学以致用，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是高校美育教育的终极目标。诗情

画意不必在远方，它就在你身边、在你脚

下。美育不是校园生活的点缀与佐料，它

像空气、阳光与水一样从来都是一种刚需，

希望每个学生通过美的教育都成为自己人

生中的“美学家”与“艺术家”。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杭

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志道游艺 学以致用
■杨宇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