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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视阈下中国学校美育百年嬗变
汪 宏,赵 伶 俐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学校美育的定位和实施一直以来深受教育政策演变制约。从二十世纪初清末《奏定学堂章

程》对艺术课程设置的规定,以及蔡元培将“美育”纳入教育方针开始,中国学校美育就一直在政策变迁中

起伏跌宕,历经一百余年洗礼,形成了相互交融的六个发展时期。第一,艺术课程与学校美育初生期,在政

策法令中明确了艺术课程设置,引入美育概念,美育首现于教育方针;第二,艺术教育兴盛与抗战艺术期,

美育淡出教育政策,但作为美育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艺术教育,在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学校教育,特别是在

共产党根据地的社会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新中国美育复苏期,美育再现于教育政策,出现短暂

的艺术教育与美育关系的讨论和理论建设;第四,学校美育消亡期,美育从教育政策中消失,学校美育销声

匿迹,但也为反思美育问题提供了土壤;第五,学校美育再恢复与体系初创期,政策再次明确了美育定位,

开始对学校美育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提出了跨领域、跨学科的学校大美育系统构架,为后来学校

美育的全面实施做了理论与实践的准备;第六,新时代学校美育全方位推进期,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改进学校美育,提高学生审美与人文素养”为转折点,之后数年接连发布了有关政策,提出了“面向人

人”的“新时代学校美育”以及“立德树人,以美育人”的美育概念和内涵,强化了美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与信息化、智能化结合,增强了国家、民族和公民文化自信,为推动创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学校美育开辟了政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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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中国学校美育发展多受教育政策的影响和制约。自1904年清政府颁布实施《奏定学

堂章程》,规定中小学堂开设艺术课程,到民国政府正式提出“四育”的教育方针以来,此后的学校

美育发展均可见政策影响的影子。伴随着社会变迁和教育政策的起落,中国学校美育历经一百

多年洗礼,逐渐成长为更为稳定和成熟的面向全体学生的学校美育发展模式,和辐射全体社会公

民的“学校美育与社会和家庭美育一体化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化美育体系”[1],形成了新

时代共进的“学校美育新格局”[2]。

一、艺术课程与学校美育初生期

学校美育形成于学校开设的艺术课程。艺术课程开设门类,则由具体的教育政策和法规决

定。清末废科举、兴学堂过程中,颁布了一系列章程及法令,确立了新式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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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颁布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教育法令公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

它开启了政策影响学校美育的先河,表现为政策对学校艺术课程设置的说明和安排。该章程明

确规定了在中小学堂开设图画、手工等美术课程。不过,由于清政府“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功利目

的以及对艺术教育的狭隘理解,法令中的艺术课设置要么残缺,要么不受重视。例如,《学务纲

要》说明,“中国古乐雅音失传已久,此时学堂音乐一门,只可暂从缓设”[3]。因此,当时各类学校

规定开设的课程中,并未设置音乐课。直到1907年清政府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才将音乐

列为初、高等小学堂的科目。还有,即使后来法令中规定开设了图画、手工等艺术科,由于没有

“实用价值”被明文注明为“随意科”[4]。可见,在政策对学校美育影响的初始时期,美育是没有踪

影的。即使是对艺术教育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够全面,更遑论政策实施的效果。

民国初年政策对学校美育最大的影响是提出了“美育”的主张和要求,推动者是当时的教育

总长蔡元培。蔡元培自称“美育”一词是由他首先从德文翻译而来[5],也有研究考证“美育”一词

最早由王国维引介到中国[6],其在1903年发表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就已经提到“美育”即
“情育”[7]。从时间上看,一般认为王国维才是引介“美育”的第一人[8]。不过,由于蔡元培更明确

的论述以及教育总长的身份,他对学校美育政策的影响更大。

蔡元培上任伊始即撰写《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该文可视为民国教育的纲领性文件。

在文中,蔡元培将清朝学部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大幅修订为“隶属政治”的
“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以及“超轶政治”的“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

的五育并举新教育方针。其中,美感教育即美育,提出的原因是“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

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9]意思是美育可实现“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0]10以及“涵养美

感、陶冶德性”[11]的功能。蔡元培虽然将美育归于“超轶政治”之类,但实则强调通过公民道德教

育、价值观教育和美育实现培养“完全人格”的目的,具有现实意义和前瞻性。在蔡元培的推动

下,民国教育部于1912年9月正式颁布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

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受此影响,1912年颁布的《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

令》和《大学令》确定了艺术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诸如图画、唱歌、手工、乐歌等被称之为美

育的“专科”或“专属课程”,且均被列为必修课 [10]70。除了以法条的形式确立艺术课程在学校中

的地位外,法令同时还对艺术课程的具体内容、具体目标以及授课时数做了规定。这样,自民国

新学制颁行到1949年,学校艺术课程的形式基本固定了下来,其间虽经历了数次修改,但主要是

对课程名称做了些许调整。

学校美育在中国发展初期主要表现为在学校开设艺术课程或开展艺术教育。但学校开设了

艺术科,并不等于实施了艺术教育,更谈不上实施审美教育。这一方面与政策制定者对美育认识

不清有关,也和当时的经济发展落后、整体教育水平低下有关。民国时期的艺术科,由于“师资缺

乏、教学法不良”,学校艺术科不见长进,“犹之中医的药方里添写陈皮两张,甘草三分,可得可失,

无关紧要。”[12]245因此,艺术科本身已经失去了育人的功能,沦为了工匠的学技,难以承载艺术教

育的任务,实有“废止的必要”。这种普遍存在的问题与“使人忘一己之利而入高尚纯洁之域”[13]

的纯粹审美境界存在距离,更与“情操之陶冶”[12]102之美育相去甚远。可见,艺术教育和美育的内

涵和功能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学校美育发展的根本问题。实际上,对美育目标和功能的认识,例如

艺术教育与美育的关系问题,彼时学者也有思考。“学校的艺术教育,是全般的教育,是应该融入

各科的,不是机械独立的,也不是所谓艺术科的图画与音乐所能代表全权的”[12]169,有识之士已经

认识到美育的范围并不限于“专属美育的课程”(艺术科)。所以蔡元培也认为“凡是学校所有的

课程,都没有与美育无关的”[5]159-165,为此他还专门以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历史等

261



学科为例,说明艺术以外的其他课程如何进行审美教育。不过,由于认识和时局条件所限,理论

层面和教育政策对美育内涵的解释并不清楚,重视和强调美育也不过是表面功夫,最终昙花一

现,对学校美育发展的影响微乎其微。正因为如此,蔡元培在1931年总结过去二十五年的美育

成绩时,也只能是梳理一下专门的美术、音乐学校或机构[5]216-230,甚至连中小学的艺术课程都未

提及。以至于有研究者总结民国时期的美育指出,“美感教育在现代中国的教育上也可以说是毫

无影响。因为无论在个人方面或在社会方面,都不轻易看得见这种功效,而且民德反有日趋卑劣

的现象;就是社会上具体的美的设备,也未见得有若何改进。”[14]

二、艺术教育兴盛与抗战艺术期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主张在民国时期振聋发聩,具有超前性,一度也左右了教育方针的方

向。然而,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仅仅只有几个月时间,在他辞职之后,新教育方针未及实施便被

搁置了,他那基于康德哲学的美育也就渐渐被淡忘。袁世凯复辟后的《待定教育纲要》又搬出了

清朝的教育方针自不必说,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的《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及1931年通过

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也都未提及美育。民国初年教育方针中的美育也就只是成为一个历

史标志而已。

与抽象的美育宗旨相比,艺术教育显然更接地气,更能有针对性地付诸实践。专门的美育政

策在民国初年淡化之时,艺术教育法令法规却层出不穷。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

建立后,蔡元培力主成立大学院取代教育部,并就任大学院院长,十五年后再次出掌全国学政,提

出“使教育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作为制定教育方针的基本内容。通过教育“艺术化”来“提起

全国人民对于艺术的兴趣,以养成高尚、纯洁、舍己为群之思想”[15]。这一主张虽然是他前期美

育思想的继续,但此时他已经意识到提倡美育应从更具体的领域做起。受此影响,1927年成立

了“专管计划全国艺术教育及有关艺术之公共建设事宜”的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下设研究委

员会和编审委员会两个分组委员会。1928年在杭州创立了“以培养专门艺术人才,倡导艺术运

动,促进社会美育”的“国立”艺术院,在上海创立“国立”音乐院。甚至发布了《大学院美术展览会

组织大纲》,以“汇集全国美术作品,定期展览,唤起国人对于美术之注意”。此后,艺术教育在战

时发挥的社会宣传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包括西南联大的学生文艺社团以及街头抗战艺术宣传

都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艺术教育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固的艺

术团体和流派[16],并对乡村建设运动审美化产生了积极影响[17]。相比之下,此间尽管有个别文

件偶尔提及美育,但其影响远不及民国初年。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影响中国学校美育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

义政党,受西方的美育观影响较小,因而在实践中倾向于以无产阶级的教育观和艺术观指导学校

美育。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即高举“红色艺术教育”大旗,强调文艺工作的重心是政治宣传,目

的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打击敌人”。为了更好地发挥文艺宣传的社会功能,早在井

冈山根据地时期就酝酿成立“红军俱乐部”,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红军学校俱

乐部”、蓝衫剧团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在延安根据地更是兴办了闻名遐迩的鲁迅艺术学院开展

艺术人才培养和宣传群众的双重工作。根据地稳固之后,文艺界和党内出现的矛盾以及整风运动

开展,促使中国共产党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立场和政策,用以指导艺术教育和艺术实践。

在这一背景下,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体现中国共产党文

艺理论和政策的标志性和纲领性的文件,对战争期间根据地和解放区学校美育以及新中国成立

后的学校美育产生了重大影响。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创作必须到群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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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以及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方针[18]。为了贯彻执行这一方针,194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

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强调“文化部门和党的工作部门,不仅要解决文艺观、文化观,还要解

决人生观、方法论,普遍宣传”。此后,根据地仅1942-1943年间就发展了36个文艺团体[19]。一

些优秀的文艺作品,例如新歌剧《白毛女》,评剧《逼上梁山》,小说《暴风骤雨》,歌曲《黄河大合唱》

《游击队之歌》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

根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各级学校艺术教育加强了服

务劳动群众的宗旨及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学方式。主要表现为:一是艺术课程的形式应是广大

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如秧歌、板画、壁报、说唱等;二是内容上不能采取惯用的教材教法来

学习封建地主的文人画,或是资产阶级的静物写生[20],而要“画棉花,画收割庄稼,画英勇的八路

军十二次击退敌人进攻河防的图案等”[21]。苏皖边区将艺术课程整合为文娱课,包括跳舞(舞

蹈)、唱歌(音乐)、演戏(戏剧)、游戏等;在陕甘宁边区的艺术科则要求“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使他们充分开展壁报、黑板报、歌咏、秧歌、戏剧、讲演、文章、慰劳、拥军优抗、动员参战等课外

活动和社会活动。”[10]445-446不过,尽管根据地学校艺术教育贴近社会,有声有色,但在战时的条件

下,各地区学校课程规划编订难以统一,艺术课程设置也有随意性。事实上,根据地的学校艺术

教育时有中断的情况,学校艺术教育主要以社会宣传的形式得以承续。在这种情况下,美育难以

成为战时政策的规定内容。

三、新中国学校美育复苏期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学校教育开始正规化、常态化。教育由过去注重与政治经济

的外部关系发展到同时强调教育内部的教育目的、培养目标,为重启美育创造了条件。在各行各

业向苏联学习的背景下,凯洛夫《教育学》作为第一本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学著作成为中国学校

教育重要指导理论,它对学校美育产生了两个重要影响:一是提出了“1智育、2综合工科教育、3
德育、4体育、5美育”的个性全面发展观点[22],把美育纳入了共产主义的全面发展观;二是明确

了“美的”艺术教育对美育的重要性[23],强化了艺术教育等同美育的倾向。

凯洛夫以智育和美育分别为首尾的全面发展观对中国“全面发展教育”提法有较大影响。

1951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提出了“要使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等方面

获得全面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成员”[24]的教育宗旨和目标。周恩来后来在

1954年的政务会议上也强调“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

全面发展”[25]。这样,与“学生全面发展”相适应的“全面发展教育”就正式提出来了[26]55。1952
年颁布的《幼儿园暂行规程》《小学暂行规程》和《中学暂行规程》都分别对美育目标做了具体规

定:“培养幼儿爱美的观念和兴趣,增进其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儿童具有爱美的观念和欣赏艺术

的初步能力”以及“陶冶学生的审美观念,并启发其艺术的创造能力”,这些目标表述有很明显的

凯洛夫《教育学》“美育”的影子。

到了1957年,随着教育学“中国化”提出以及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苏联的教育模式

受到质疑。围绕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具体内容也产生了争议,凯洛夫的教育观点也成为炮轰

对象。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

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

者”,明确将德育放在首位且将美育排斥在全面发展方针之外。搬用苏联的教学计划和教材被批

判为资产阶级旧式“正规化”的教育体系,智育第一的全面发展观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教育方

针”。这为美育被排除在教育方针之外埋下了伏笔。

461



此时政策中虽然不再提及美育,但却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由此,《文汇

报》组织了一次关于美育重要性及美育在全面发展中地位的大讨论,回应学界对重视美育的关

切。在这次大讨论中,大家对美育和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并无异议,主要在是否把美育列入全面发

展教育的组成部分产生了分歧。不过,从当时及后续学校美育和艺术教育日益窘迫的处境来看,

美育是否列入全面发展教育方针已成为学校美育受到重视与否的重要标志,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四、学校美育消亡期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成为学校美育工作的政策转

折点。这个文件综合体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表述的教育方针和《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精神,明确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

生产劳动相结合”[27]。指示批判了“只专不红”的教育思想,强化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生产劳

动教育的重要性。指出全面发展的涵义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同时认为

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同资产阶级教育工作方针之间的斗争实质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

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美育作为现代修正主义提倡的内容,自然成为批判对象,不可能成为全面发

展教育的组成部分。

1966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五·七”指示,强调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

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五·七”指示的办学方针

要求在教育形式和内容上打破学校与社会的界限,主张“开门办学”,这对学校美育产生了极大的

影响。结果是中小学艺术课程的课时逐渐减少,甚至连音乐课、美术课的名称也改为“唱歌课”和
“画图课”。此后,音乐、美术课程合并成“革命文艺”课,艺术课程实际上被取消了[26]119。实践上

生产劳动和社会政治活动代替了艺术教育。至于美育,由于谈美“不再是一般的学术讨论,而是

已上升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28],美育、美学问题讨论演变成了阶级立场问题,成为禁忌。

这样,“美育便从教育方针中被取消了。在这以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凡是党和政府颁布的教育

政策、法令、指示和规定,统统不再提美育了。各种教育学著作、教材、讲义,也都把美育从教育学

的理论体系中去掉,不再讲美育了”[29]。

此期间学校美育虽被忽视,但艺术教育并未完全消亡,而是以社会教育的方式继续发挥着审

美作用。政治宣传画随处可见,革命歌曲也广为传唱。一些动画片作品,例如《小号手》《金色的

大雁》等,成为当时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这些社会艺术教育活动虽然带有特定的历史

痕迹,但对填补学校美育的真空确实起到了难得的辅助教育作用。

五、学校美育再恢复与体系初创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艺术教育和美育问题重新受到重视,各界纷纷发表恢复美育的倡议,

提请高层重视美育问题。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

出:“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执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方针。”这是近三十年后,美

育重新回归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第一次政策表述。与此同时,艺术教育逐步走入正轨,学校恢复

了艺术课程“音乐课”和“美术课”和称谓,经过几次调整,中小学艺术课程的课时设置稳中有升,

扩展了中小学音乐教学和美术教学的内容[26]130-132。

不过,此时美育观念滞后和美育实施弱化的问题仍然存在,狭隘的艺术教育观和工具取向的

艺术教育实践问题还较为普遍。除了硬件设施和师资问题外,“对艺术教育的认识还没有真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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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表现为把艺术教育当作“小三门”,对审美教育和技能教育、普及与提高、校内与校外的关系

处理不当[30]。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规定“美育对

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

作用。”这是政府层面首次在教育法规中专条论述美育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对理解美育内涵、加

强美育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随后1998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美育纳入素质教育范畴,把社会美育大环境纳入学校美育的范畴,并

对农村美育提出了要求。这一方面扩展了美育的内涵,另一方面为学校美育的全面实施提供了

政策先导。

在政策的推动下,艺术教育和美育的地位和关系问题重新成为美育理论研究和美育实践的

重要课题。早在民国初期,就有“艺术课”与“艺术教育”“画匠”与“做人”“大艺术科”和“小艺术

科”的争论[12]167-169,提出了超越艺术课,突出美育特色的主张。但这些设想并未触动到当时的美

育政策,在物质贫瘠、文化滞后的中国显然也无法实现,直到2001年,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启动

后才有了一些尝试。彼时部分地区开始进行了包括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在内的综合性“艺

术”课程实验,力图突破狭隘艺术教育的藩篱,但由于缺乏“全能型”教师,导致效果并不理想[31]。

由于政策对美育的支持和鼓励,这一时期的美育理论研究和学校美育实践开始蓬勃发展起

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大美育”理论。“大美育”扩展了“大艺术

科”的概念,主张美育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从范围来看既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美育和社会

美育;具体到学校教育,则强调各门学科,各种教育活动都包含有美育因素[32]。这种观点集合了

美育因素的多种认识。之后,“审美力”[33]和“美感增力性[34]”等概念相继提出,进一步丰富了美

育的内涵,并且对美育的功能进行了更准确的定位。后续的“大美育”研究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丰富、完善,强调通过跨领域、跨学科的审美意义因素的转化,提升审美能力从而促进人的素质全

面发展[35]2,这使大美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综合、系统的

美育观。例如,强调对学校教学活动和非教学性教育活动之中的所有技术环节进行教学的艺术

化的“教育美学”[36];主张依据教育活动的形式美、作品美和师表美三种表现形态构建美育理论

的“教育美育”[37];以及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美育学”[38-39]学科的系统美育观点等。

为了探索和验证美育理论的效用,不少研究者在此期间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校美育实践活动

和实证研究。“美育心理”的提出及美育心理学创建[40],从艺术、自然和社会的审美过程对个体

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品质进行了研究,并专门研究进行美育过程中学生的心理活动规律和心理品

质形成问题;[41]“内在图式审美”则主张通过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领会和生命体验运动的特有模

式,逐渐将其特有的活动模式和构成结构,内化为自己的感性认识、自身的倾向或习惯,或通过长

时间的艺术熏陶,发挥美育功能[42]。“大美育”早期学校实践开展了美育心理与学校美育系统的

实证研究[43],随后转向推动学校美育向综合、跨界纵深发展,并提出了以“美育综合课”为核心的

美育课程五圈体系[35]45,对构建学校美育系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44]。在操作层面,“大美育”立足

于“教学外在形式和内在逻辑的全面和谐统一”[45],提出了“审美化教学”模式(或称“审美化视点

结构教学”ATVS模式),将教学思想、理论和具有可行性的操作模式和教学行为融为一体[46],为

学校美育系统运行提供了实践方案。

上述学校美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是在政策推动和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这些探索从综合、跨界的视界梳理了美育的内涵,不但澄清了人们对美育的模糊认识,对构建科

学的学校美育体系也起到了启发的作用,同时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学校美育提供了理论和实

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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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时代学校美育全方位推进期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由此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十八大报告延续了十六

大以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并谋划了建设“美好家

园”“美丽中国”的远景。审美自此成为国家政策的主旋律,美育开始迎来百年难得的发展机遇。

2013年11月,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明确作出“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重要部署,这是迄今针对教育事业

中的薄弱环节,对学校美育目标最概括、准确且简明的表述,标志着学校美育进入了以培养学生

“审美素质”为目标支点的新阶段。为了更加准确落实中央美育精神,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专

门下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对学校美育工作的总体目标和具体内容

作了全面、明确的要求。文件指明了学校美育“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美育与文化融合的原则,

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开齐开足美育课程的具体时限,同时对构建科学的美育课程体系、大力改进

美育教育教学进行了详细的安排[1]。这是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在国家层面上出台的美育专门文

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对应国家美育政策,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文件,指导各地学校美育工作。2013
年启动了开展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的工作;2014年下发《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

干意见》;2015年,印发《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中小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办法》《中小

学校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办法》三个文件;2016年,教育部与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山东、重

庆、四川、甘肃等8省、自治区、直辖市签署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备忘录;2017年出台《学校体育美

育兼职教师管理办法》;2018年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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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印发《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这些文件密集

出台,为改善学校美育薄弱环节,推动学校美育走向深入,发挥了重要的政策指导作用。此后,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印发了省级层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美育文件的实施

意见。2016-2018年,教育部分三批与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签署了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备忘录,实现了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备忘录全覆盖,这在中国教育史是绝

无仅有的创举,为全面推动学校美育工作落到实处打下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学校美育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学校美育取得了跨越式发

展。美育课程建设不断丰富完善,美育实践活动更加丰富多彩,美育资源保障力度不断加强,美

育师资力量不断增强。截至2018年,在美育课程建设方面,义务教育阶段,93.50%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音乐、美术课程总量达到了国家规定9.00%的课时数;高中教育阶段,全国92.10%
的学校能够开设6个学分的艺术类必修课程;全国75.70%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将艺术课程纳入

公共基础必修课,并保证72学时;全国84.60%的高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公共艺术课程。在美育

课程资源方面,各地各校积极开发利用当地民族民间美育资源,构建以审美和人文素养为核心的

美育课程体系,在中小学增设舞蹈、戏剧、戏曲、影视等课程。在美育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全国义

务教育阶段美育教师人数由2008年的43.41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71.70万人,十年间平均增速

为5.10%。美育器材配置、场地设施条件大幅改善。2008至2018年,全国小学艺术器材达标率

由45.60%提高到93.80%,初中由59.80%提高到95.50%,十年增长了约42个百分点[47]。

教育部以艺术教育,特别是国家规定的音乐和美术课程与教学、学业评价和艺术素质评价等

作为抓手,来推动学校美育的落实与实施,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与此同时,“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以美培元”这个重大而深刻的育人立意与功能等也被局限在了艺术教育领域,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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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成是本时期教育部美育政策上的一个瑕疵。幸好,在美育理论界和各级各类学校的美育实践

中,涵盖艺术美育、学科美育、综合美育、职教和高教专业美育等理论、课程与教学建设,呈现出丰

富多样的局面。学校美育还积极与社会融合,与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等

融合,与信息化、智能化融合,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例如抑郁症治疗等融合,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使得美育教学改革、美育评价和美育学科建设等,更有了广度和深度。

时隔五年,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重磅发出《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

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该文件与2015年国办印发的美育文件,在名称上只是增加了“新时代”一

词,但发文单位增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并开宗明义指出“美是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

泉”,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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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毫不含糊地肯定了学校美育在人的精神

建设上的价值,拓展了美育内涵及育人功能,强化了美育融合理念及学校美育体系建设,提出了

改进美育教学的更高目标及推动美育评价改革的要求,夯实了美育师资队伍及硬件设施建设及

乡村美育帮扶机制,阐明了美育学科建设的价值与思路。其“无论从发文规格、发布时间,还是文

件内容看,可以说是2015年国办《意见》的加强版和升级版,是一个具有鲜明新时代特征、全面推

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和行动指南”[48],表明国家对学校美育工作的重视已经达到

史无前例的高度和不可动摇的意志与决心。这必将对新时代中国学校美育的发展和“新时代学

校美育”的“新格局”形成,起着无与伦比的推动作用!

七、结 语

回望一百年来中国学校美育蜿蜒曲折、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国家政策的影响举足轻重。什

么时候国家更重视美育,什么时候美育就会受到重视,获得更好的发展。美育虽然是德国诗人席

勒首次提出的概念,但他的美育思想从开始就只是思辨的假设和论证,从未经过实践的检验。更

重要的是,席勒审美超功利的道德主张根本无力解释具体的历史现实,就连学界对其理论也并不

热衷,更不用提得到政府的支持。因此,美育在西方逐渐被泛化成了一个不常用的、宽泛的领域

指称词汇,失去了纳入学校教育体制的根基。美育在引入中国之后,虽得到蔡元培的鼎力支持,

甚至一度被纳入教育方针,但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基本上还是沿袭康德、席勒的超功利观念,因而

与现实的教育目标格格不入,也只能无果而终。相反,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坚持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现实结合的文艺观,从根本上否定了文艺的超功利假说,为文艺工作划定了政治界限,

也为学校美育实施创设了全新的发展路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校美育之路。

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美育的认识存在政策上的误读,走了一段弯路,但是文艺政治性的方向没

有改变。可以说,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旗帜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美育才能够从

抽象的理论假设转化为具体的现实需要,美育在中国才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

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49]这一重大政治论断,给新时代中国学校美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提

供了新机遇。“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

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50]这是学校美育今后的发展方向。当前,中国脱贫攻坚

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战略正在全国推进,推进以人民真实福祉为中心的发展[51],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建设“美丽乡村”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必要前提,也是历史

现实赋予学校美育的重要使命。在中华民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际,学校美育一定能

够发挥独特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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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论文是重庆市渝中区教委“渝中区学校美育改革实验项目”;重庆市北碚区教委“北碚区

美育改革和发展实验项目”;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课题“高校师范生审美化教学研究”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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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entennialEvolutionofChineseAestheticEducationundertheInfluenceofEducationalPolicies

WANGHong,ZHAOLingli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egoalandimplementationofaestheticeducationinschoolhasbeeninfluencedbychangesofeducational
policies.Sincethebeginningofthe20thcenturyinQingDynasty,whenartcoursesinschoolhadbeenrequired,and
“aestheticeducation”wasintroducedintotheeducationalpolicybyCaiYuanpei,ChiefEducationOfficerofthegovern-
mentoftheRepublicofChina,Chineseaestheticeducationinschoolhasexperiencedsixstagesundertheinfluenceof
educationalpoliciesoverthepast100years.Thefirststage(1904-1921)mainlyfocusesontheadventofartcourses
andaestheticeducationmentionedineducationallawsandregulationsinwhichthecurriculumconstructionandthecon-
ceptwereintroduced,andaestheticeducationfirstlybecameapartofeducationpolicy.Thesecondstage(1921-1949)
wascharacterizedbytheflourishingofarteducationintheperiodofAnti-JapaneseWar.Asanimportantpartofaes-
theticeducation,arteducationplayedanimportantroleinschooleducationintheKuomintang-controlledareasduring
theWar,especiallyinstrongholdsofChinesecommunistparty.Thethirdstage(1949-1958),bringingupagainaes-
theticeducationinpolicy,startsfromthefound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ndendsupinthebeginningof
CultureRevolution.Andthereoccurredabriefdiscussionandtheoreticalconstructionoftherelationshipbetweenart
educationandaestheticeducation.Thefourthstage(1949-1978)witnessedthedeclineofaestheticeducation,during
whichitwasdeletedfromallsortsofeducationalpoliciesandwasprohibitedinschool.However,thiscontributedtothe
reflectionontheproblemofaestheticeducation.Inthefifthstag(1978-2012),aestheticeducationwasreemphasized
inthegovernmentspolicies,andtheoryofaestheticeducationsystembegantobeputforwardbasedonalotofempiri-
calresearches,makingtheoreticalandpracticalpreparationsforthecomprehensiveimplementationofschoolaesthetic
educationThesixthstagethatcontinuestothisdayismarkedwiththemostimportantgovernmentdocumentinhistory
issuedin2013forstrengtheningaestheticeducationinschool,aimingatimprovingstudentsaestheticandhumanistic
quality.Afterthat,anumberofeducationalpolicieshavebeenintroducedtoemphasizeaestheticeducationforaNew
Era,whichdealswithmoralityeducationbasedontheuniversalaestheticeducation.Thispromotesthecombinationof
theaestheticeducationandChineseexcellenttraditionalcultureandsocialistcorevalues.Byutilizinginformationand
intelligenttechnology,thesepoliceshelptoconsolidateculturalconfidence,thusmakingaestheticeducationofSocialism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afreshoutlook.
Keywords:aestheticeducationpolicy;aestheticeducationinChinaoverpasthundredyears;arteducation;sixstagesof
thedevelopmentofaesthetic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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