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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美育政策工具的使用及改进策略
———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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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吉林 四平,136000)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育政策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作为达成政策目标的手段,美育政策

工具对促进美育政策体系建设和美育功能的实现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美育政策体系建设坚持从目标设

定、任务规划、管理保障等方面不断进行调整、完善,不断适应教育改革与发展需求。但不可否认,我国美育

政策工具的使用仍存在不足,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借助罗斯威尔和赛格菲尔德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通

过构建美育政策文本内容和政策工具类型的二维分析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育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

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研究发现,美育政策工具的使用呈现出三个明显的特征: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

较少;环境型工具的使用所产生的影响显著;需求型工具的使用明显不足。为增强政策工具效用、促进美育

政策体系的完善,我国美育政策体系建设应进一步改进政策工具的使用,需要注重三个方面:补足美育政策

工具短板,发挥政策工具使用的组合优势;细化美育政策实施标准,提升政策工具使用的精准度;建立和完善

美育政策补充调整机制,增强政策工具使用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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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

周令钊等8位老教授回信中指出,做好美育工

作,是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的重要举措,更是推

进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重要途径[1]。美育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关
乎学生的全面发展,成为德育、智育、体育、美
育、劳动教育五育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不可

否认,加强美育政策体系建设,发挥美育政策

在美育建设工作中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对于美

育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美育作为我国人才培养的基本组成部分,
一度被忽略。直至改革开放后,《关于第七个

五年计划的报告》发布,再一次将美育带回大

众的视野。经过40余年的努力,美育政策体系

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尤其是党的十九大

以来,美育作为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再
一次得到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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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年来,政策工具理论逐渐进入学

者的视野,并被作为专项政策研究的重要工

具。因此,本文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美育政策

文本的梳理与编码,借助政策工具理论,对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美育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进

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以期更好地为美育政

策体系建设厘清思路,探寻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的路径。

301



一、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美育 政 策 的 文 本 来 自 教 育 部 官 方 网 站

(http://www.moe.gov.cn)所公布的与美育相

关的通知、意见、决定、纲要、会议纪要等以及何

东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其
时间跨度为198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
日。政策内容以涉及美育为主要标准,最终整理

和筛选出了25份政策文件(详见表1)。
表1 美育政策相关文件(1986—2019年)

序号 政策名称 发文时间 发文机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 1986-04-12 全国人大

2 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中普及艺术教育的意见 1988-04-27 国家教委

3 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艺术教育的意见 1989-02-20 国家教委、文化部

4 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9―2000年) 1989-11-06 国家教委

5 关于在普通高中开设“艺术欣赏”课的通知 1994-07-12 国家教委

6 关于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意见 1996-07-29 国家教委

7 关于加强学校艺术教育的意见 1997-05-20 国家教委

8 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交响音乐赏析>教学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 1999-07-29 教育部

9 全国普通高校艺术教育研讨会纪要 1999-11-03 教育部

10 关于开展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 2000-02-13 教育部

11 关于建设“国家体育与艺术师资培养培训基地”的意见 2001-08-03 教育部

12 关于建立“国家体育与艺术师资培养培训基地”的通知 2002-01-08 教育部

13 全国普通高校艺术教育工作研讨会纪要 2004-03-18 教育部

14 开展“体育、艺术2+1项目”实验工作的通知 2004-08-12 教育部

15 关于印发《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年)》的通知 2002-05-13 教育部

16 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 2002-07-25 教育部

17
关于印发《普通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贯彻<学校艺术教育
工作规程>评估方案(试行)》的通知

2005-01-26 教育部

18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意见 2008-09-08 教育部

19 关于开展普通高校公共艺术教育通讯调研的通知 2009-11-26 教育部

20 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 2014-01-14 教育部

21 关于印发《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等三个文件的通知 2015-05-26 教育部

22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2015-09-15 国务院

23 关于印发《学校体育美育兼职教师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7-10-08 教育部

24
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重要回信精神
的通知

2018-08-31 教育部

25 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2019-04-02 教育部

  (二)研究工具

运用政策工具进行政策体系的逻辑分析

和整理,已经成为政策研究的主要途径。根据

以往相关研究的整理,当前对于政策工具理论

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以

豪利特和拉米什为主要代表的自愿性工具、强
制性工具以及混合型工具体系的应用,用以强

调政策在制定实施过程中政府干预程度的区

别[3];第二,以莱格拉姆和施耐德的权威型工

具、激励型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符号规劝型工

具以及学习型工具为分类标准的理论应用,这
种分类以对目标人群影响的不同程度为划分

依据[4];第三,以罗斯威尔和赛格菲尔德为主要

代表,以供给型、环境型以及需求型为分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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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政策工具应用研究,通过政策的影响效用

的不同来探讨政策的价值意蕴[5];第四,以麦克

唐纳和艾默尔为代表,以命令型工具、激励型

工具、能力建设工具以及系统变革工具为政策

分析工具的研究[6]。
美育政策体系建设需要关注政策制定所

需要的制度支撑与环境供给,同时又要考量政

策本身的实施效果与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与

影响。因此,本研究借助罗斯威尔和赛格菲尔

德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以供给型、环境型以

及需求型为分析维度,充分关注当前美育政策

所取得的实效与影响,分析美育政策工具的使

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厘清美育政策的建设

脉络,明确美育政策建构的一般特征,旨在进

一步探寻美育政策工具的使用与改进策略,推
动美育政策体系建设与发展。

(三)分析框架

在借鉴罗斯威尔和赛格菲尔德的政策工

具分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美育政策建设发展

的基本组成要素,本研究对美育政策的文本内

容进行分析,构建了美育政策分析的二维框

架,进而对美育政策内容以及相关的政策工具

使用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其中美育政策与政

策工具理论的结合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受到

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推动、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影

响以及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动(如图1所示)。

图1 政策工具对美育政策体系建设的作用

  1.X维度———政策工具

美育政策体系建设是不同政策工具交叉

运用、共同发挥作用的系统工程。在美育政策

体系建构中,不同的政策工具的运用起到了不

同的作用。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作用主要

体现为国家在资金、人才、基础设施以及信息

化手段方面给予美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支

持与推动。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作用主要体现

为从政策的目标规划、法制管理、策略性措施

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营造促进美育发展的政

策环境。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作用主要体现为

通过培训招标、政府采购、市场塑造以及海外

交流等方式激活美育自身发展潜力,推动美育

向着更具活力、更高层次、更多维的方向发展。

2.Y维度———政策内容

根据政策内容的基本分类情况,美育政策

体系建设主要包括总体目标、主要任务以及管

理与保障3个大的方面。其中:总体目标包括

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两大内容;主要任务包括

课程与教学、课外艺术活动、教师队伍建设、科
学研究与国际交流以及现代教育技术5个具体

方面;管理与保障主要包括评价以及其他各项

保障政策。
基于对以上X维度的基本政策工具类型

和Y维度的美育政策内容的分析,本研究构建

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育政策体系的二维分

析框架(如图2所示),并且依据X维度和Y维

度中的 具 体 实 施 内 容 进 行 分 类、编 码(详 见

表2)。

二、我国美育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分析

25份政策文件包含了Y维度的3个大的

方面,并使用了X维度的3种政策工具。从政

策工具的使用情况来看,环境型工具占比最

高,为68.53%;供给型工具占比为26.39%,需
求型工具占比最低,仅为5.08%(见表3)。政

策工具的使用占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在

制定政策过程中的使用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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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美育政策二维分析框架

表2 美育政策文本相关条款编码

政策

编号
政策名称 发文时间 相关条款 要点编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
1986-04-12

各级各类学校都要认真贯彻执行德育、智
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方针

1-1-2-1

2
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中普及艺

术教育的意见
1988-04-27

普通高等学校普及艺术教育可采取多种形

式,其中开设艺术选修课是当前实践证明的

一种有效形式

2-2-2-3

3
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艺术教育的

意见
1989-02-20

加强少年儿童艺术教育,关键是建立相对稳

定的合格的艺术师资队伍
3-2-1-2

4
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

(1989―2000年) 1989-11-06

艺术教育应列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

工作考核评估的范围。教育行政部门艺术

教育管理工作考核评估的内容包括:对美育

和艺术教育的认识如何,艺术教育管理干部

是否落实,规章制度是否健全等

4-3-2-3

5
关于在普通高中开设“艺术欣

赏”课的通知
1994-07-12

用由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组织编写的、由国

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

《美术欣赏高中选修课本》和《音乐欣赏高中

选修课本》

5-2-1-4

…… …… …… …… ……

25
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

美育工作的意见
2019-04-02

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

道德情操、塑造美好心灵,切实改变高校美

育的薄弱现状

25-1-2-1

  注:(1)编码要点包括:政策编号、政策内容分类、政策工具种类、政策工具的使用;

(2)政策内容分类编码分别为:1=总体目标,2=主要任务,3=管理保障;

(3)政策工具种类编码分别为:1=供给型工具,2=环境型工具,3=需求型工具;

(4)政策工具的使用编码:1-1=供给型工具中的资金投入,1-2=供给型工具中的人才培养,……;

(5)举例:“25-1-2-1”的具体含义为:第25个政策文本、总体目标、环境型政策工具、目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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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美育政策工具使用情况

政策工具类型 具体分类 政策文本内容编码 数量 百分比(%)

供给型

资金投入
2-3-1-12-3-1-13-3-1-17-3-1-19-3-1-116-2-1-1……24-
3-1-1

12 6.09

人才培养
1-2-1-22-2-1-23-2-1-23-3-1-23-2-1-23-3-1-23-2-1-25-
2-1-29-2-1-211-2-1-2……25-2-1-2

21 10.66

基础设施建设
1-2-1-32-3-1-33-3-1-34-3-1-37-3-1-311-3-1-3……24-
3-1-3

12 6.09

信息支持
1-2-1-43-3-1-43-2-1-411-3-1-418-2-1-423-2-1-423-2-
1-4

7 3.55

26.39

环境型

目标规划
1-1-2-1 2-1-2-1 2-1-2-1 3-1-2-1 4-1-2-1 5-1-2-1
6-1-2-1……23-1-2-124-1-2-125-1-2-1

43 21.82

法制管理
3-1-2-27-1-2-210-2-2-211-3-2-215-3-2-216-3-2-2……
24-3-2-2

14 7.1

策略性措施
1-2-2-31-3-2-32-1-2-32-2-2-32-3-2-33-3-2-33-2-2-34-
2-2-34-3-2-35-2-2-36-1-2-36-3-2-3……24-3-2-325-2-
2-325-3-2-3

69 35.03

公共服务
11-3-2-411-3-2-416-2-2-416-2-2-417-3-2-418-2-419-2-
2-419-3-2-423-2-2-4

9 4.59

68.53

需求型

政府采购 19-3-3-1 1 0.51
市场塑造 11-3-3-216-3-3-217-3-3-218-3-3-224-3-3-2 5 2.54
海外交流 11-2-3-318-2-3-323-2-3-324-2-3-3 4 2.03
贸易管制 N/A N/A N/A

合计  197

5.08

  (一)环境型政策工具影响作用明显

通过编码整理,环境型的政策工具在所有

政策工具使用中频率最高为68.53%,各个组

成部分的比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其中目

标规划占比21.82%、法制管理占比7.1%,公共

服务占比4.59%,占比幅度最大的是策略性措

施为35.03%。
在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过程中,目标规

划在几乎所有的政策文本中都有清晰、明确的

表述。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艺术教育的重要意

义———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提高审

美能力、塑造健全人格、促进其全面发展,党和

政府从政策高度上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重视。
法制管理主要表现在推动学校艺术教育

工作尽快进入“依法治教”的轨道,包括建立学

校艺术教育教学基本法规以及相配套的实施

细则,具体体现在教育教学评估指标体系、课
内课外艺术教育相关规定、各级别学校课程方

案等内容上。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

到,法制管理应体现在美育建设的各个领域,
加速制定与上述法规相配套的地方实施细则,

尽快形成完整的艺术教育法规体系。这是当

下法制管理工具运用的重要价值指向。
环境型工具中使用比率最高的是策略性

措施,其中涉及课程与教学、课外艺术活动、教
师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等各个方面。
但在政策工具使用中占比最大的策略性措施

与法制管理的结合不够紧密,也成为其实施整

体水平不高、操作性不规范等问题出现的重要

原因之一。
公共服务在整个环境型工具使用中占比

最小,突出表现为在美育发展的过程中政府、
社区、学校在提供美育资源、营造美育环境、推
动美育共享等领域所作出的努力还不够,需要

进一步加强。
(二)供给型政策工具推动作用不足

在以上的三种政策工具的使用中,供给型

工具占比为26.39%,使用的频率处于居中位

置。其中,人才培养所占比例最高,为10.66%;
其次为资金投入与基础设施建设,二者占比均

为6.09%;信息支持占比最低,为3.55%。
基于对以上数据的分析和整理,美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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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人才培养主要表现为对美育师资队伍的

建设与培养方面。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对专

业艺术教育师资的培养、关注还是逐渐增强对

兼职美育师资的规范与管理,都凸显出了在推

动美育整体发展过程中,教师作为核心因素的

重要地位。尤其是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

中央美术学院周令钊等8位老教授回信时充分

肯定了美育教师在立德树人、弘扬中国精神、
传播中国价值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相关数据显示,资金投入与基础设施建设

在供给型工具使用频率上相同,可见对于美育

领域的资金投入,基本都作用在基础设施建设

的过程中,其中主要包括对艺术教育所需的教

学设备和器材配备的标准化建设,以及专用艺

术教室的建设与改造等硬件设施投入方面。
对美育发展的软件条件(人才奖励、艺术课程

开发等方面)的投入则非常低。
供给型政策工具数据的最后一个方面是

关于信息技术的使用情况。对于信息技术的

关注,集中体现在近5年的美育政策文本中,主
要包括现代化的艺术教育技术手段的普及、建
设艺术教育网站平台、网络教研、网络示范课

的观摩等方面。在目前的“互联网+”的大趋

势下,美育对网络资源的使用规模和效率还需

要进一步扩大和提升。
(三)需求型政策工具拉动作用欠缺

对美育的政策拉动,是进一步加快美育发

展和成熟的重要工具,但需求型政策工具仅为

6.1%的低占有率,反映出在当下的美育政策体

系建设中,供需的不平衡状态。在需求型政策

工具 中,贸 易 管 制 为 零 利 用 率,政 府 采 购 为

0.51%,市场塑造为2.54%,海外交流为2.03%。
政府采购主要是指以政府为主体对美育

领域的相关服务、产品进行采购。在相关的美

育政策文本中,仅有2017年教育部印发的《学
校体育美育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对政府采购提

出了要求,即对兼职教师的服务产生政府购买

行为,尤其是在聘任方面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等多种渠道进行[7],但并未涉及具体实施措施。
在市场塑造上,一方面强调规范社会艺术

考级市场;另一方面强调净化学生参加艺术竞

赛、演出活动市场,杜绝以盈利为目的学校艺

术活动,用以保证学生美育环境的纯净。
在美育政策的文本分析中,我们关注到随

着世界交流的不断扩大,促进艺术教育走出国

门,已经被提上政策建设日程。在需求型政策

工具的使用中,海外交流在近五年的政策工具

使用中频率逐渐增加,这也为继续扩大美育发

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三、我国美育政策工具使用的改进策略

(一)补足美育政策工具短板,发挥政策工

具使用的组合优势

美育政策的建设过程中,需求型工具使用

频率最低,主要是源于以学校、课堂为主要美

育实施途径的路径依赖与固化意识的产生与

不断强化。我们不否认,以学校、课堂教学为

主的美育实施途径的重要性,但在当前各种盈

利性艺术培训机构层出不穷、各种晋级艺术比

赛项目屡见不鲜的情况下,加强对非专业美育

实施途径的规范和管理也是必要的。从内在

激活社会大众对美的感知能力、对美的鉴赏能

力,就需要充分补足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中有

关总体目标、主要任务以及管理保障方面的短

板。明确政府在美育服务采购中的重要作用,
强化对美育市场以及美育管理的规范,并不断

拓展海外艺术交流的频率、层次和规模。任何

一项政策任务的完成,都不仅仅是单一政策工

具使用的结果。因此,在补足需求型政策工具

短板的同时,也要尽力实现供给型、环境型与

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
首先,供给型工具与环境型工具相结合。

在完善法制手段及细化实施措施的基础上,加
大对美育的资金投入与人力支持,从而破解美

育发展不平衡的困境。以依法执教为杠杆,撬
动美育发展的固化模式,澄清美育价值目标上

的模糊认识,加大资金投入和师资力量的培养

和支持,统筹整合学校美育、家庭美育和社会

美育资源,切实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增强美

育政策的针对性、实效性。
其次,供给型工具与需求型工具相结合。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手段的加强,进一步提升对

美育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信息化手段的

支持。随着5G时代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到来,
以数据网络为主要传播形式的美育逐渐进入

到公众视野。因此,加强网络基础设施的建

设,加大信息化技术手段的普及,实现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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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的美育资源共享,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与推动。通过公开招标、公平竞争等手段,让
更加优质的美育资源进入到市场中来,扩大美

育影响力,激活美育内生发展动机,增强社会

公众对美育价值的主动开发。
第三,环境型与需求型工具相结合。通过

进一步明确美育发展的目标,消除灌输式美

育、技能式美育的大众误解,从更深层次上带

动美育市场的良性发展,促进社会民众对美育

价值的认同。
(二)细化美育政策实施标准,提升政策工

具使用精准度

提升政策工具的精准性,主要在于增强各

项工具维度下措施实施的细节性、操作性。当

前的美育政策体系建设,在目标引领上已经颇

具层次和规模,无论是对美育发展目标的认识

还是对美育政策实施的结果要求,都呈现出逐

步深化的趋势。但通过对政策文本的解读,我
们发现,在供给型工具中,资金投入的有效落

实与监管、人才如何有效进行培养,在环境型

工具中,法制管理与策略性措施等高频政策工

具使用的领域,依然存在着较大的模糊性,保
留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实际政策文本分析

中,同一政策内容由于界限不清晰,可能不止

存在一种政策工具的使用,因此要想增强政策

工具的精准性,就需要进一步细化美育政策维

度的分类标准。
首先,政策目标的确定,对于明确政策体

系建设的发展方向,把握政策实施的基本思路

以及评价政策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因此,应加强美育政策在推动发展和拉动内需上

的目标导向,为政策工具的使用提供内容支持。
其次,基于以学校美育为主导的主要任务

的设定,虽然能够充分体现学校艺术教育在专

业美育发展上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了其

他途径美育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开发的现象。
美育的突出价值,不是以“致知”为主要内容的

知识教育,也不完全是纯粹的感性教育、情感

教育和德性养成的附庸,而是要以培养全面发

展的人为目标的人文教育[8]。因此,要想实现

全民美学素质的提升,在着力发展学校美育的

同时,加大对其他美育市场的开发和利用引导

也应该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指标。
第三,完善美育政策的管理保障体系,是

推进美育制度化建设的根本所在。任何教育

领域的纵深改革和深化发展,都离不开制度的

保障。成熟的制度建设,不仅能够打破美育自

身的困境,更是推动其实现自我更新、自我开

发、自我激活的重要源泉。对师资队伍的培

养、对资金使用的规范、对基础设施建设、对信

息化支持、对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的管理与保

障,都是拓宽美育发展道路、实现美育发展目

标的必由之途。
(三)建立和完善美育政策补充调整机制,

增强政策工具使用的灵活性

提升政策工具的使用灵活性,是为了进一

步将复杂的政策体系清晰化,增强其维度内的

聚合效度与维度间的区分度,提升政策的目标

针对性和内容指导性[9]。因此,进一步促进美

育制度化体系建设,就需要在不断补充、完善政

策文本的同时,增加政策工具使用的灵活性。
首先,深入研究政策工具理论,充分把握

不同政策工具的优长与劣势所在,通过加强理

论指导,确保工具价值的最优化。环境型工具

对于置身其中的政策对象持续产生塑造作用,
通过打通壁垒,构建整体氛围,从而全方位、浸
润式地影响政策的实施[10]。美育功能的极大

释放,不仅要实现对学生审美素质和能力的提

升,更是要通过美的手段、美的视角,去提升整

个社会大众的美感体验。因此,打通学校美育

与社会美育的壁垒,充分调动二者的融合与协

作关系,对于加深美育政策理解,推动美育政

策实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供给型工具对

政策对象的作用主要在于持续而稳定地通过

配置资源,满足政策对象充分发展的各项前提

条件。在美育发展过程中,对资金、人才、信息

化技术等各种资源的需求,都仰赖于政策的稳

固支持。需求型工具对于政策对象的作用主

要表现为:以市场竞争为手段,充分激发政策

对象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力,从而保持美育可

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与此同时,环境型工具的

充分使用,有利于避免需求型工具无序的市场

竞争,供给型工具的使用,规避了需求型工具

过度使用引发的公平问题,而需求性工具的使

用,则有利于激活环境型工具的潜力,并且打

破供给型工具的沉闷,推动政策由“输血”向
“造血”功能转变。

其次,任何一项有效的政策措施都需要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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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现实问题的变换而进行调整和补充,保持政

策的敏感性,也是实现政策工具灵活使用的重

要前提。要想建设好政策补充调整机制,更好

地促进美育政策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就要持续

推动艺术课程由一维向多维审美和人文素养

培养方向拓展,由原有的专业学术型艺术教育

向大众化美育教育方式转变;就要改变美育在

“五育”中的附属地位,推动德、智、体、美、劳五

育融合;就要不断拓展资金支持的范围,加大

支持力度,不断提升美育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

和发展层次[11]。在这样的“动态美育”发展过

程中,美育政策体系建设要注重灵活使用政策

工具,更好地与政策环境相适应,从而增强政

策制定、实施、评价的有效性和适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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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andImprovementStrategiesofAestheticEducationPolicy
ToolsinChina:AnAnalysisBasedontheTextofAestheticEducation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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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linNormalUniversity,FacultyofEducation,Siping136000,China)

Abstract: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greatprogresshasbeenmadeintheconstructionof
Chinasaestheticeducationpolicysystem.Asameanstoachievepolicygoals,aestheticeducationpol-
icytoolsplayanimportantrolein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theaestheticeducationpolicysystem
andtherealizationofthefunctionofaestheticeducation.TheconstructionofChinasaestheticeduca-
tionpolicysystemadherestothecontinuousadjustmentandimprovementintermsofgoalsetting,
taskplanningandmanagementguarantee,constantlyadaptingtotheneedsofeducationreformand
development.However,itisundeniablethattherearestilldeficienciesintheuseofaestheticeduca-
tionpolicytools,whichneedstobefurtherimproved.WiththeaidofRoswellandSegfieldsclassifi-
cationtheoryofpolicytools,thispaperconstructedatwo-dimensionalanalysisframeworkofthebasic
contentsandtypesofpolicytoolsintheaestheticeducationpolicysystem,andmadeacomprehensive
andsystematicanalysisoftheuseofaestheticeducationpolicytoolsinChinasincetheReformandO-
pening-up.Thestudysuggeststhattheuseofaestheticeducationpolicytoolspresentsthreeobvious
characteristics,whicharethelessuseofsupply-basedpolicytools,thesignificantimpactofusingen-
vironmentaltools,andtheinsufficientuseofdemand-basedtools.Inordertoenhancetheeffective-
nessofpolicytoolsandpromotethefurtherimprovementoftheaestheticeducationpolicysystem,
theconstructionofaestheticeducationpolicysystemshouldfocusonthreeaspects:overcomingthe
shortcomingsofaestheticeducationpolicytoolsandhighlightingthecombinedadvantagesoftheuse
ofpolicytools;refiningtheimplementationstandardsofaestheticeducationpoliciesandimprovethe
accuracyofpolicytools;andbuildingasupplementaryadjustmentmechanismforaestheticeducation
policiestoenhancetheflexibilityofusingpolicytools.
Keywords:aestheticeducationpolicy;policytool;combinedadvantage;precision;flex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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