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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前行，打造全方位美育教育 

美育，又称美感教育,是通过培养人们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

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从而使我们具有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

品格和美的素养。蔡元培在《教育大辞书》的美育条目中说： “美

育者，应用美学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美育要通过

各种艺术以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来进行。艺术教育是学

校实施美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 

一、艺术教育理念 

艺术教育有其美学方面的独特功能和价值，是针对学生的全面发

展的美学思想、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养成的人文素质教育。艺术教育

旨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既重视艺术实践，更强调课堂艺术理论教

育、经典艺术作品欣赏教育以及学生自身的人文感受和反省思考教育。

201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指出要“加强美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

和人文素养”，并提出了“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探索发

现和培养创新人才”等重要的教育理念，对学校艺术教育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的科学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艺术教育包括普及艺术教

育和专业艺术教育两个领域；对学校的艺术教育建设来说，一方面要

做好针对于全体学生的普及性艺术教育，做好艺术类课程开设、艺术

实践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工作。同时，针对机械学院和信息

学院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做好专业学科性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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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教育思路 

对于学校的艺术教育，我们做了观念上的思考，也勾勒了发展的

总体思路。 

（一）关于艺术教育的总体目标 

我们认为，学校艺术教育的总体目标是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我

们为学生提供的不仅是感受艺术活动的舞台，更是让每一个学生都能

够公平接受艺术理论与实践教育的平台。我们所提供的艺术课程和艺

术实践活动要覆盖每一个学生的需求，为他们提供满足个性发展需要

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提高我们民族的素质和修养，体现

教育公平。 

（二）关于艺术教育的品质与内容 

学校艺术教育不同于社会大众艺术、流行娱乐艺术；学校艺术教

育应摒弃浮躁，远离功利。学校艺术教育的宗旨是为学生的终身发展

和幸福人生奠定基础，应当是培养人的品行、气质和精神内涵的教育，

我们要用人类优秀经典和文化艺术来引领学生“向真、向善、向美、

向上”。应当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传授基本的知识技能，培养对艺

术感悟、解读和鉴赏的能力，引领学生提升审美品位、构建精神家园。 

（三）关于艺术教育与创新能力培养 

艺术教育是审美教育，也是发展形象思维、激发创新意识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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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明，艺术教育有助于开发大脑右半球的潜能，在培养直觉、想

象力和创新意识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学校艺术教育具有很强的参与

性和实践性，应该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艺术实践活动，亲身感悟艺

术的魅力、不断丰富审美体验。要通过各种艺术活动鼓励奇思异想，

培养思维的主动性和独创性。    

（四）关于艺术教育与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传承 

文化艺术是一个民族生存的精神土壤，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

非物质纽带。文化艺术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最为持久的因素。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弘

扬伟大的民族精神，用人类文明成果教育影响学生，是学校艺术教育

责无旁贷的职责。艺术教育具有重要的化育、熏陶、浸润的作用，对

一个人的终身发展具有长远的、基础性的影响。同时，也是传承中华

优秀文化艺术的最重要的途径和最有效的载体，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具有奠基性的作用。我们要通过艺术教育，对学生进行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让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薪火不断、世代相传。 

三、艺术教育具体措施 

在艺术教育总体思路基础上，我们从艺术课程设置、艺术社团建

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等方面，做了实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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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经典课程设置 

我们以艺术经典课程作为学校艺术教育品质性发展的导向。我们

重点开设了戏剧艺术欣赏、戏剧音乐欣赏、舞蹈欣赏、音乐欣赏、影

视动画艺术欣赏、电影艺术与欣赏、绘画与艺术欣赏、中国画欣赏与

实践、篆刻欣赏与实践、中外古典艺术欣赏、西方美术欣赏与实践等

赏析类通识课程，旨在树立学生的经典探识意识。与此同时，我们还

设置了人文知识竞赛与人文教育通识课程，以课程带动学校人文知识

竞赛活动展开。人文知识竞赛成为学校艺术教育的理论教育与实践结

合的平台；借助这个平台，学生可以贯通所学的文学艺术知识，可以

切实体验艺术教育的实践应用。 

（二）人文知识竞赛活动 

人文知识竞赛活动是我们重点打造的艺术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品牌活动，旨在提高人文知识学习、人文艺术经典阅读及经典还

原，培养学生对于艺术真善美的感知、表达和实践能力。 

（三）以人文核心课程《北京历史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活动 

将科研课题《北京历史文化》引入人文核心课程，立足北京历史

文化教育，发挥北京历史文化的传统凝练性，以此为透射点，辐射文

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相关人文课程。基地自 2013 年开设

《北京历史文化》课程，引入社会资源，聘请相关专家进入学校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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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校内外资源整合，以教学团队共建方式，探索北京历史文化课堂

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强化了师资队伍，扩大了教育影

响。积极拓展第二课堂教育，基地团队与校外专家共同编写题为《京

名片》的北京历史文化系列教材；引导学生知北京爱北京，知中华爱

中华。到本年度，《京名片》系列已完成《初识北京》《没有围墙的北

京博物馆》《北京的山和水》《古都北京》等 4部教材编写。 

四、艺术教育成果 

（一）著作类 

包括：《大学生艺术教育实践思考》（主编：马梅）和《没有围墙

的北京博物馆》（主编：唐帼丽）。 

（二）竞赛类 

1、北京市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包树望老师带领我校选手在市

级比赛中获得了两个二等奖。 

2、心理健康教育竞赛活动。2016 年 5.25 首都大学生心理健康

节获奖：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三等奖 4项，优秀奖 3项，北京

市教工委“最佳参与奖”1项。 

3、音乐舞蹈竞赛活动。国标舞团参加昌平区第一届体育舞蹈暨

交谊舞大赛并获奖合唱团参加北京大学生艺术节，获混声 A 组金奖，

男声小合唱银奖。 

4、美术书法竞赛活动。第四届北京市大学生书法大赛，季百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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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指导学生获得特等奖 1名，一等奖 1名，二等奖 4名，三等奖 1

名，优秀奖 1名。第五届北京市大学生书法大赛，季百春老师指导学

生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和优秀组织奖。王志祥老师 6幅油画作品入选中

国油画家协会 2016 年夏季作品展。张芸在第十届创意中国设计大奖

赛上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指导学生荣获平面设计类优秀奖 5项，三

等奖 1项。张芸在第二届“学院派奖”全国艺术与设计大奖赛上获得

优秀指导教师奖，指导学生获得视觉传达类入选奖 3项，水彩粉画类

入选奖 2项。张芸在第二届“学院派奖”全国艺术与设计大奖赛上两

幅作品分获三等奖与入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