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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学校美育的
特色课程设计与教学模式创新
———基于重庆市渝中区“都市文化艺术课程”教学探索

颜 婷 婷,毕 小 君
(西南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学校美育是提高审美、化育心灵的主要途径。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

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美育在全面发展教

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当前学校美育仍然面临重智育轻美育、师

资力量薄弱、美育形式单调等问题。重庆市渝中区作为学校美育实验区,对美育课程教学模式进行创新,探

索了一条具有时代性、社会性、地域文化特色和实践推广价值的美育途径,即:坚持时代文化和地方文化相融

合的校本美育课程理念,打造综合美育课程特色———将课程与活动及传统文化相结合;积极开展“学校型”大

型艺术活动,突出综合性;注重组织“社会型”大型艺术活动,形成国内外审美互动、艺术家传帮带、生活体验

与艺术审美相结合、家校融合、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良好局面;搭建跨界艺术活动平台,在实践劳作、艺术鉴

赏、文艺展演中探寻“美”的创新教学模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各地中小学校要根据新时代对美育

的要求和自身所在的地域环境来开设丰富多样的艺术课程,以“大美育、大课堂、大教学”理念探索创新多样

化的美育教学模式,不断提高学生审美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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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

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党的

教育方针明确规定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美育作为全

面发展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要培养学

生的审美与人文素养,又要以美的事物所独具

的形象性和生动性、感染力和魅力来促进学生

积极价值观的形成,激发学生学习与探索真知

的欲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美育在

全面发展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前所未有

的重视,同时还被赋予了新内涵和新使命。

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

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发布,强调“立

德树人,以美育人”,要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美育全过程,根植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汲取人类文明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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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

尚的道德情操、培育深厚的民族情感、激发想

象力和创新意识、拥有开阔的眼光和宽广的胸

怀”[1]。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

育大会上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

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

文素养”[2]。2019年1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从薄弱处着手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美育要有刚性要

求”[3]。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强调“要把美育纳入各

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学校教育各

学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到2022年,学校美育取得突

破性进展,美育课程全面开齐开足,教育教学

改革成效显著,资源配置不断优化,评价体系

逐步健全,管理机制更加完善,育人成效显著

增强,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明显提升。到2035
年,基本形成全覆盖、多样化、高质量的具有中

国特色的现代化学校美育体系”[4]。学校美育

在新时代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必须跟上时

代发展的步伐,增加新内容,创造新模式。

  一、新时代学校美育的现实意义及面

临的困境

  (一)新时代学校美育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的主要

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

步。新时代的主要任务为学校美育的改革创

新指明了方向。首先,在新时代背景下,人民

群众的物质需求已经得到较大的满足,获得感

和幸福感等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变得越来越

高。学校美育是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和艺术修

养的主要阵地,也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途径,有责任也有能力为未来的全体公

民提供丰富多彩的美育服务。其次,学校美育

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我国从制造大国

迈向创意创新大国,对于推动文化产业蓬勃发

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最后,学校美

育更是培养文化自信、促进文化繁荣和建设文

化强国的主要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建设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教育是

重要阵地,学校美育是重要渠道。”[6]

(二)新时代学校美育面临的困境

新时代学校美育的使命越来越重大,社会

对学校美育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学校美育课程

涵盖的内容日趋丰富。美育在全面发展教育

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还被赋

予了新的内容和使命。在国家的大力倡导下,

越来越多的学校投入到美育改革与实践中,但

却一直存在一些难以跨越的障碍,陷入“想改

而不得其法”的困境当中。这既与社会文化环

境有关,又与教育体制、教育观念分不开,其关

键问题在于对美育的认识比较模糊。新时代

学校美 育 面 临 的 困 境 主 要 表 现 在 以 下 几 个

方面:

其一,学校美育受到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中

消极因素的干扰,其内容和形式相对落后,其

作用和效果相对有限。首先,对艺术知识技能

的学习机械化。单纯关注知识技能的内在结

构和内容,致使教学方法单一、教学过程枯燥,

失去审美功能。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只进行单

一知识技能的认知,无法得到美的感知、体验,

从而失去学习的乐趣。其次,对艺术作品的解

读不够深刻。学习的过程常常伴随着对作品

的分析、理解,而对作品内涵、相关文化的多重

分析解读才是实现艺术教学美育功能的有效

途径。由于教师在解读作品时过分关注其专

业要素,忽略了作品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忽

略了基于作品的审美感知过程,造成了教学内

容单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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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学校美育长期受到智育的排挤。长

期以来,“重智育轻美育”的局面没有得到扭

转。虽然我国提倡素质教育多年,但“智育第

一”的观念仍然影响学校美育的发展。升学率

成了支配学校教育的指挥棒,因而相形之下,

美育受重视程度不足,变得可有可无,甚至在

教学内容和课程安排上都得不到保证。

其三,美育师资力量明显薄弱。蔡元培先

生在担任北大校长之时非常重视艺术教育过

程中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建设,并亲自一一聘请

徐悲鸿、刘天华、萧友梅、沈尹默、朱光潜、汤定

之、宗白华等一大批中国著名艺术家到北大授

课,对北大学子文艺活动进行指导。正是有了

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才使北大艺术教育得到了

全面发展,为北大在我国美育研究和实践中奠

定了领军地位,对之后北大独特文化氛围的形

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当今“中小学美育师资仍

然存在较大缺口。即使是按国家规定的占总

课时9%的美育课程最低标准课时开课,全国

尚缺2.8万名美育教师,其中乡村学校缺额更

为集中,有6个省乡村小学美育教师缺额超过

50%”[7]。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指出:

“当前学校美育发展最大的制约在教师,解决

这个问题需要多措并举,有计划、分步骤配齐

专职美育教师,因地制宜抓好美育兼职教师的

选聘和管理,要把更多教育投入用到加强乡村

美育师资队伍建设上。”[8]因此,如何配齐配好

美育教师以及如何提高师资队伍素质是大力

发展美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其四,目前学校美育的目的不明确,定位

不准确,落实学校美育的做法还不够扎实、有

效。美育的形式比较陈旧、落后和单调,运用

现代科技手段不够,严重影响到美育教学的水

平和效果。

其五,如何推动学校美育课程设置由“美

育渗透”向“美育整合”的局面发展,促进自然、

艺术、生活乃至各专业不同领域形成跨界的审

美课程整合,成为学校美育面临的难题。

其六,当前学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

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所需要的人才。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大背景下,人的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的问题显得

十分突出,人的文化品格的重建尤显急迫。但

是,目前学校美育并未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方面存在不足。

一言以蔽之,时代的发展对学校美育的课

程设计和教学模式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和更高

的要求,现有的课程与教学必须从理念到手段

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改革。一方面,各地各阶段

学校美育的改革都必须遵循国家相关政策和

规定;另一方面,学校美育也必须充分发挥师

生的主 观 能 动 性,积 极 探 索 创 新,注 重 特 色

发展。

  二、学校美育特色课程建设与教学创

新的实践探索

  新时代的美育课程必须重视学习者的沉

浸式体验,应当充分发掘更具时代性、文化性、

融合性和体验性的课程内容,并将其按照循序

渐进、注重生成的逻辑构建课程体系。重庆是

西部大开发重要的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重要联结点以及内陆开放高地,山清

水秀、文化丰富。渝中区作为重庆市政治、经

济、文化以及商贸流通中心,形成了别具特色

的传统巴渝文化、抗战红色文化和现代都市文

化,为学校美育提供了丰富的课程素材。该区

不断发掘新内容、探索新方法,逐渐形成了一

套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凸显地方特色的美育课

程体系。

(一)学校美育特色课程的设计理念

根据新时代的“大美育”思想,一切有利于

学生发展的教学因素都可转化为审美对象。

后现代课程观进一步提出,好的课程设计应当

遵循丰富性、回归性、关联性和严密性四大原

则。以上两种思想构成了重庆渝中区学校美

育特色课程设计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重

庆渝中区学校美育抓住关键问题,在开设丰富

的艺术课程的过程中整合美育资源,把美育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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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到学校办学的方方面面,力图实现教学内在

逻辑美与外在形式美的和谐统一。具体而言,

重庆渝中区学校美育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

首先,以促进学生审美素养的提升为导

向,将时代文化和地方文化有机融入美育课

程。作为直辖市的重庆不仅物质经济得到了

快速发展,而且在精神文明方面紧跟时代步

伐,将“新时代都市美育”提到更为重要的地

位。在“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9]的宏伟目标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0]的指引下,“新时代都

市美育”以重庆都市文化和国际文化为主要审

美内容,以国家规定的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

和活动课程为载体,以创建形象、生动、新颖、

自由、经典与时尚的丰富多彩的大课堂、大教

学、大课间、大平台为教学活动途径,旨在提高

学生审美素质,培养其优雅言行、高尚情操和

文明气质,帮助他们掌握1~2项审美与艺术表

现技能,引导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且

个性鲜明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重庆

市渝中区作为重庆市美育实验区,坚持“解放

思想、先行先试”,紧扣学校美育改革发展主

题,聚焦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结合渝中区的资

源特点和独特优势,以“艺术课程与审美化教

学研究”构建“新时代都市美育”体系。

其次,加强艺术课程地方文化资源开发,

深度挖掘地域文化特色,结合学校自身特点,

形成独特的校本美育课程。渝中区位于长江

上游地区,属于重庆大都市区,历来是重庆现

代化发展的一张名片,有着丰富的城市艺术积

淀。基于自身的独特资源,渝中区各美育实验

学校皆建立了以自身学校特点为依托的艺术

课程体系。巴蜀小学根据重庆独特的传统建

筑,设计美术课程“发现吊脚楼”。为增加学生

对重庆吊脚楼的认识和对家乡的热爱,都市美

育对美术课程进行了审美化教学设计,让学生

发现生活中的艺术,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人

民路小学将具有传统巴渝文化特色的“川江号

子”大型艺术活动引入学校,将“川江号子”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曹光裕先生聘请到学校

与学生进行面对面、手把手的口传心授“活态”

传承,使“川江号子”重新焕发光彩和生机。这

是将学校艺术课程、审美化教学模式、生活中

艺术化形式与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行无缝结合,

真正体现了新时代都市美育课程核心理念。

(二)特色艺术课程体系的构建

重庆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老城,其都市风貌

特征为艺术课程内容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素

材,与 此 同 时 也 为 课 程 体 系 的 建 构 提 供 了

思路。

1.课程内容的选取

首先,在地质风貌方面,重庆地形以丘陵、

山地为主,城市规划因地制宜,依山而建,傍水

而居。受到地形的影响,重庆的气候也有着极

大的特色:冬暖春早,夏热秋凉,四季分明,降

雨期长。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都市美育课程

选取“雾都重庆”“山城的脊梁”“巴山夜雨”等

内容,凸显重庆山城特色。其次,在历史文化

传统方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受到地形影

响,重庆人开山修道、遇水架桥,克服了“蜀道

难于上青天”的地理劣势,形成了吃苦耐劳、阳

刚坚忍的个性,如闻名遐迩的“棒棒文化”“纤

夫文化”体现了重庆特有的人文精神。正是由

于注重都市文化特色,都市美育课程设置了

“壮丽三峡”“三峡纤夫”等特色内容。最后,在

民居环境方面,重庆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的建筑

文化。重庆吊脚楼自古有之。因城市内山地

起伏,需要依山势建造房子并解决山地防潮问

题,勤劳的古代重庆人完全依山就势,就地取

材,因地制宜,利用他们的智慧和生活经验,在

保持原生态的地貌和植被的同时,创造了这种

独特的山地建筑。因此,为了弘扬传统文化,

都市美育课程便呈现出相关的内容,如“家乡

的戏楼”“巴渝剪影”“家乡的艺术———巴渝蜀

绣”“发现吊脚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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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体系的建构

渝中区各美育实验学校在理论、实践上都

有所突破,建立了以学校特点为依托、着力打

造美育文化特色、五育并举的立体美育课程体

系。首先,打造跨学科融合的综合美育课程。

以美育为构筑学校文化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将

美育与办学特色有机融合,将美育与德育、智

育相结合,充分挖掘环境、课程、活动中的美育

因素,立足艺术课程开发,形成了音乐、舞蹈、

书法、戏剧等艺术门类齐头并进的美育综合课

程体系。其次,不断挖掘学科资源,将美术、音

乐课程综合化。例如巴蜀小学从艺术家江碧

波的三峡纤夫大型群雕《壮丽三峡》中受到启

发,把“纤夫文化”搬进课堂,同堂跨学科展示

教学,使纤夫生活显示出的音乐美、节奏美、力

量美和动态美和谐统一,达到“高度一致、整齐

划一”。这种“整一”的美,正是通过音乐与美

术相结合的教学而得到体现的。最后,将课程

与活动及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跨学科的知识

带来的美感。

(三)学校美育教学模式的创新

学校美育既要注重感性体验的生动丰富,

又要强调理性知识的内在逻辑。在开展新时

代特色美育教学的过程中,老师要认识到,从

掌握基础的知识技能到体会作品的蕴含情感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注重结合实际学

情,使得教学内容层层递进、不断深入,力求每

节课都让学生获得不同层次的艺术课程体验,

并将所获得的感受逐渐深化,最终内化为学生

的内在素质。以上述原则为指导,重庆市渝中

区积极推进大型艺术美育实践活动,并形成了

有益的教学创新经验。大型艺术活动分为“学

校型”和“社会型”两种类型,由艺术节活动、节

日活动、艺术展演和美育研学旅行4种活动形

式组成,将艺术融入学科教育,形成课程与实

践相结合、展演与研学相协调、学校美育与社

会美育相互补充的总体特征,拓展了美育教学

实践活动场域,形成了“新时代都市美育大课

堂、大教学、大课间、大平台”。

1.“学校型”大型艺术活动教学创新

第一,重点突出综合性。学校在解构与重

组、课程综合化的基础上立足于美育探索课堂

教学,使得课堂教学更加形象、生动、新颖、自

主、愉悦。充分挖掘和开发审美内容,系统开

发与“都市美育”相关的课程教学体系。将“都

市美育”的内容融入现有的课堂内容之中,创

建综合美育地方课程,开设项目式美育课堂,

强化整体的育人功能。

第二,努力促成融合性。各级学校有效地

利用本土区域积淀的各类都市文化,同时结合

学校“综合改革”全面推动学校美育工作,探

索、编写美育课堂教学课例、校本教材。让美

育融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校园文化,形成学

校、家庭、社会相互联动的协同育人新格局,凸

显艺术融入学科教育,形成审美化“全学科育

人”的课程文化及美育发展态势。

第三,扎实推进“五育”并举。学校将美育

与艺术教育、德育工作有机整合,形成了独特

的整体风貌和显著的育人效果。在开发独特

的校本课程、编写美育教材的基础上,学校还

积极组织师生参与各级艺术比赛和演出,开展

各种志愿者服务活动及公益活动等。各级各

类学校通过每年举办一次大型艺术活动,把课

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结合起来,以一切有利资源

为依托,充分挖掘学校的美育因素,营造浓厚

的校园文化氛围,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学校

的美育文化熏陶着孩子们,让他们学会“发现

美、欣赏美、向往美、鉴别美、创造美”,培养高

雅的情操、审美的情趣、创造的能力。

2.“社会型”大型艺术活动教学创新

第一,形成国内外审美互动模式。各类学

校通过多样化的美育研学活动培养学生的审

美鉴赏能力。如开发“寻美渝中,记忆母城”研

学活动,用徒步探究的方式感受城市肌理,对

家乡有更深入而全面的了解。精一民族小学

打造了“寻根母城记忆·探索江城文化”研学

活动,形成“学识启研、学研并举、重研促学”的

研学模式,将理想信念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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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等贯穿于社会实践活动全过程。人民

小学开展了“匠心所至·美学生活”研学旅行

活动,走进四川美术学院,通过一系列的参观、

项目式学习与动手制作环节,用艺术氛围感染

学生,提升学生审美能力。人和街小学合唱团

在苹果教育公司的组织带领下,走进了英国伦

敦,感受了浓浓的英伦气息,让孩子自己去发

现、去感受、去体会异国的艺术文化和教育氛

围,从而增强他们的团队意识,培养独立生活

能力、交际能力,开发他们的创造能力,建立正

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第二,形成艺术家传帮带模式。如巴蜀小

学邀请一些老艺术家积极参与学校元旦节日

活动,发展学生的潜能。此次活动总共分为四

个篇章:话年、赏年、写年、品年,内容包括新年

致辞、艺术馆新年画展、跨代美育成果展示、春

联书写等。精一民族小学组织学生观看由重

庆市京剧团的艺术家们带来的精湛国粹艺术

表演。《三岔口》《锁麟囊》等传统剧目,让学生

们了解了“生、旦、净、丑”行当特点以及“唱、跳、

做、打”等表演形式,还感受到剧目中所传递的

重诺守信的品质。将艺术欣赏课从剧院搬进

学校,活跃了审美大课堂,丰富了校园文化活

动,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

达成了以美育人的教育目标。艺术家们还为

孩子们带来了精彩的川剧表演特技之一“变

脸”和弹戏《柜中缘》。艺术家给学生讲述川剧

的历史文化,现场教孩子们认识和绘制川剧脸

谱,寓教于乐,润物无声,把戏曲文化种子撒播

在孩子们心里。在新时代,精一民族小学将开

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弘扬传统艺术,将中华戏

曲文化传播并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第三,形成生活体验模式。如精一民族小

学举办了元旦迎新年的活动“乐淘跳蚤市场”。

通过二手东西的买卖,培养了学生正确的理财

观、价值观,自觉养成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的意

识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同学们还自愿将活动

现场所得的一部分收入作为爱心捐赠,充分体

现了同学们的善良和纯真。

第四,形成家校融合模式。解放小学2019
年开展“三八妇女节”表彰暨“向美而行,走进

春天”主题庆祝活动,表彰“三八红旗手”“学习

型教师”以及“五好文明家庭”。以“向美而行,

走进春天”为主题的师德情景剧展演以及《老

师,您好!》《大地的耳朵》《一如既往》《温暖如

家》《星光———爱的诗篇》等一个又一个温暖的

剧目在舞台上轮番上演,带领现场的观众们用

心体验师德大美。

第五,形成民族文化传承模式。如人和街

小学以“民族大团结,和美伴成长”为主题,引

导学生学习了汉族、彝族、侗族、维吾尔族、蒙

古族、藏族的歌舞,了解各民族服饰文化,并制

作了精美的饰品。通过艺术综合实践活动,让

学生知晓民族文化,感受民族生活,体验民族

活动,提升了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在活动中使

学生的艺术综合实践能力得以发展。精一民

族小学和渝中区青少年宫组织学生开展了以

“牢记使命、追逐梦想”为主题的中华传统文化

教育活动,让孩子们学习了清明节的来历以及

习俗,观看了相关视频,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

了红色纽扣画,表达对先烈的敬仰之情。这一

活动通过整合民族学校节日课程和都市美育

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

3.跨界艺术活动教学创新

开展大型艺术活动展演可以提升学生的

价值观、审美和人文素养,对学生全面发展起

到综合促进作用。学生参与大型艺术活动的

过程是一种体验美、认知美、创造美的过程,通

过各类特色艺术活动促进审美情趣的培养以

及对社会、人生的体验,得到真善美的生活启

示和人生真谛。艺术活动以不同形态呈现美、

表达美,直指人的灵魂。让学生在各类大型艺

术活动中感悟现实生活,从而获得心灵上的滋

养,这就是艺术课程审美化的本质体现。

第一,在实践劳作中呈现“美”。学生通过

系列动手、实操活动创造性地体验“美”。学生

们亲自动手制作服装和道具,穿着自己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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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参加节目表演,并在表演中感受美、体验

美、呈现美。这样的艺术活动让学生真正从中

体验出“美”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在鉴赏辨识中发掘“美”。学生通过

鉴赏经典作品、赏析经典剧目来辨识多国文

化,继承优秀品质。学生通过老师们和艺术家

们的引导,成为鉴赏者,以审美的眼光发掘美。

因此,这样的艺术活动对学生审美情趣的培养

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在展演研学中探寻“美”。学生通过

各类艺术展演、研学旅行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

和国外的优秀文化,在活动中去探寻美,从而

打开心扉,提高认知,引发好奇心和探索欲。

三、新时代学校美育的创新路径

21世纪首年启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简称“新

课程改革”),为基础教育中审美教育新形态的

形成及多样化发展、美育功能在学校教育中的

充分发挥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美育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受

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学校美育的社会性、系统性和理论性应当进一

步得到强化[11]。

(一)突出学校美育的时代性和社会性

学校美育必须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明确

其社会目的,才能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教育功

能,体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的教育

理念。一方面,新时代的学校美育应关注学习

者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对美好事物的愉悦

体验,体现求知与求美的和谐统一,将艺术融

入学科教育;另一方面,还要将学校艺术课程

内容延伸到艺术实践活动中。艺术课程是用

知识和价值观铺设的学生发展的跑道,教学就

是引导学生如何在这个跑道上奔走的过程。

如何用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科学美、生活

美、人格美、人生美等各方面的知识与方法,铺

设一条促进学生多方面素养和谐发展的跑道,

是美育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创新必须思考和

解决的问题。

(二)探索系统性的特色审美课程与教学

实践策略

学校要加强艺术课程审美化教学实践,促

进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

等教学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更加清晰。学校

要结合艺术课程审美化教学特点,有序开展一

系列课外实践活动,如艺术节活动、节日活动、

艺术展演和美育研学旅行,在学校型和社会型

两种大型活动中进一步体现都市美育的特点,

同时结合学校自身特点、办学特色,形成独特

的校本美育课程。在艺术课程建设方面,要建

立以自身学校特点为依托的艺术课程体系,深

度挖掘地域文化特色,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都

市美育课程。

在深度挖掘地域文化特色的过程中,师生

要注重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如巴蜀小学吴倩

老师根据重庆独特的传统建筑设计美术课程

“发现吊脚楼”。为加深学生对重庆吊脚楼的

认识,老师让学生搜集有关吊脚楼的材料,主

动去认识吊脚楼,发现生活中的艺术,了解传

统文化并逐渐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发现文化

之美,引导学生成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

者,努力实现审美化教学的目标。

学校结合自身特点、办学特色开展美育教

学实践,形成独特的校本美育课程。渝中区各

美育实验学校,建立了以学校特点为依托的艺

术课程体系。如渝中区区级机关幼儿园以“情

智润泽,欢笑通远”为办园理念,通过营造良好

的校园文化氛围,采取丰富多样的情境教学策

略,运用以情为先、情智互动的教育方法,以典

型的主题系列活动为载体,以情育情、以情萌

智、智中生情,促进孩子情智融合发展。结合

“情智融合”园本课程理念,幼儿园创新开展了

“小七星”社团活动,建立了创意美术社团、打

击乐社团、合唱社团、武术社团、剪纸社团、泥

塑社团、舞蹈社团、版画社团等各类艺术社团。

“小七星”社团活动不仅为幼儿的审美创造提

供了更多空间,也让美走进生活,成为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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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的艺术课程。巴蜀小学通过开设“壮丽三

峡”课程将“纤夫文化”融入课堂教学,引导学

生学习和继承纤夫拼搏向上的精神。

(三)拓展学校美育的研究领域

学校美育课程建设应充分结合地域文化

及其对教育和人的影响,开展系统的研究和实

验探索。从理论视阈来看,首先要拓展学校美

育的研究边界,从人口、心理、地域等多个层面

深入解读和传播都市文化艺术。其次要充分

发掘“都市美育功能”,将新时代都市美育与艺

术教育结合,真正体现都市对于人的审美观

念、人格发展和人文素养产生的影响。拓展学

校美育应注重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注重跨学科或多学科的融合。都市

美育以艺术学、美育和审美心理学为理论指

导,既要吸取艺术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

论资源,同时又要充分借鉴文艺学、文化研究

的理论与方法,并在都市文化语境中探索诸多

学科对话与交叉的可能。通过体系化、科学化

的艺术课程设置,让学生在课程中实践,在实

践中学习,在学习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激发

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展现出特有的审美能

力。都市美育的主要理论任务是为新时代社

会发展提供一种科学的方法、观念、理论解释

框架,这也是都市美育应用价值的体现。

第二,注重学校教育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

的融合。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国家文明程度

不断提升,原有的学校美育课程已经不适应社

会发展需求。因此,学校美育应注重理论联系

实际,认真贯彻《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精神,真正落实国家美

育政策,体现国家政策导向,充分发挥其教育

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美是纯洁

道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美育是审美教

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

养创新意识的教育,能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

操、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为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强化学校美育育人功

能,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4],

应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因

此,学校美育要紧紧抓住新时代美育发展的主

要问题和发展机遇,并据此相应地调整研究方

向,更新教学观念,为传统艺术教育的当代转

型探索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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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signoftheSpecialCurriculumandtheInnovationof
TeachingModeoftheSchoolAestheticEducationintheNewEra

———ACaseStudyof"UrbanCultureandArtCurriculumandTeaching"inYuzhongDistrictofChongqing

YanTingting,BiXiaojun
(CollegeOfTecher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Schoolaestheticeducationisthemainwaytoimprovetheaestheticandcultivatethesoul.Its
natureandcontentmustberealizedthroughartisticcurriculumdesignandcreativeteachingmode.At
thenationaleducationconferenceinSeptember,2018,generalsecretaryXiJinpingonceagain
stressedtheneedto"comprehensivelystrengthenandimproveschoolaestheticeducation,adhereto
aestheticeducationandculture,andimprovestudentsaestheticandhumanisticquality".Yuzhong
DistrictofChongqing,astheexperimentalareaofschoolaestheticeducation,makesinnovativeex-
plorationsontheteachingmodeofaestheticeducation.Toformaschool-basedaestheticeducation
curriculumconceptthatintegratestheeracultureandlocalculture,rootsintheschoolsowncharac-
teristics,anddeeplyexcavatesthecharacteristicsofregionalculture.Tocreateacomprehensiveaes-
theticeducationcurriculumcharacterizedbyinterdisciplinaryintegrationofcurriculum,activitiesand
traditionalculture.Whenitcomesto"schooltype"large-scaleartactivities,itfocusesoncomprehen-
sivenessandintegration.Asfor"socialtype"large-scaleartactivities,itformsthemodeofaesthetic
interactionathomeandabroad,artistshelpandguidance,lifeexperience,home-schoolintegration,
andnationalcultureinheritance;forcross-borderartactivities,itpresentsandexplorestheinnovative
teachingmodeof"beauty"inpracticalwork,appreciationandidentification,performanceandre-
search.Itputsforwardtheinnovationpathofsystematicaestheticeducationwiththecharacteristics
oftimesandsociety.Artandaestheticshavestrongcharacteristicsoftimeandspace.Atpresent,Chi-
nesesocietyhasenteredanewera.Theartcurriculumandaestheticeducationinprimaryandsecond-
aryschoolsshouldreflectandinnovateinthenewera.Ontheonehand,primaryandsecondary
schoolsmustsetupavarietyofculturalcourses,infiltrationcoursesandcomprehensivecoursesac-
cordingtotheirownspace-timeenvironment;ontheotherhand,withthein-depthdevelopmentof
theinformationage,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shouldalsobegoodatusingbigdata,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othermeanstocreateavarietyofaestheticeducationteachingmodeswithbigaesthet-
iceducation,bigcurriculum,bigteachingandotherbigideas.
Keywords:schoolaestheticeducationinthenewera;artcurriculumdesign;comprehensiveaesthetic
educationcourse;innovationofteachingmode;urbanaesthetic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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