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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处 张国宾 

 

当前，美育问题已成为教育界乃至整个学界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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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美育是培根铸魂的工作，是实

现教育宗旨极为重要的环节，是提升学生素质的关键。 

近年来，各高校加强和改进美育工作，完善相应组织机

构，出台美育工作实施方案，加强条件保障，强化基地建设，

促进美育教学改革，积极开展符合校情的美育活动，打造高

校美育教育教学新形态，美育工作取得可喜进展，在学校德

智体美劳全面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但是，总体而

言，学校美育工作与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与满足广大学生对优质丰富美育资源的期盼还有差距，与

“五育并举”培养完全人格的目标宗旨不够契合。分析其因，

大致有二：一是在理念认识上有误区。把美育视作艺术教育，

甚至是专业艺术教育，却忽视了美育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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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

了在进行艺术熏陶的同时，还需其它方面的不断浸润。二是

在具体实施中是短板。美育被当作通识教育、素质教育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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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通常是“补课”，顶多是“配角”，

以致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难以深入开展，甚至偏离目标。通

过对标对表，不难发现：对标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管理部

门提出的“具体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对表“双一流”建设

任务及其成效要求，学校美育工作仍显“朦胧”“抽象”和

“写意”。经调研一些高校美育实施情况，大多数存在不同

程度的困难和问题：“重视不够”“体制不畅”“虚体运行”

“师资缺乏”“课程太少”“模式单一”“资源匮乏”“经

费不足”“质量不高”，等等。 

 
 

 

最近，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

通知》，明确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弘扬中华

美育精神，坚定文化自信，遵循美育特点，以浸润作为美育

工作的目标和路径。同时从“以美育浸润学生”“以美育浸

自摄图片：校园墙绘，何以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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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教师”“以美育浸润学校”三个方面提出浸润行动的主要

任务和目标：全面提升学生文化理解、审美感知、艺术表现、

创意实践等核心素养，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学生身

心更加愉悦，活力更加彰显，人格更加健全。发挥教师职业

的美育功能，提升全员美育意识和美育素养，塑造人格魅力，

涵养美育情怀。打造昂扬向上、文明高雅、充满活力的校园

文化，建设时时、处处、人人的美育育人环境。王树新校长

强调，有高水平艺术品位和文化气质的大学，才是有灵魂的

大学。在今年的两会上，王校长提出充分发挥文化育人作用，

重庆大学将以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引领，扎实推进

时代新人铸魂工程，积极探索新时代大学文化育人新机制新

模式，促进广大师生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高质量

立德树人。有鉴于此，为全面落实美育浸润行动，以美育人、

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特提出以下建议。 

——加快制定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方案。一是明确浸润目

标任务。从学生、教师、学校三个层面细化浸润行动的具体

目标和任务，通过全面落实浸润行动，以美辅德、以美益智、

以美健体、以美促劳，促进各学科有机融合，整合美育资源，

补齐发展短板，不断提升美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逐步形

成充满活力、多方协作、开放高效的“大美育”生态和环境，

大力构建全覆盖、多样化、高质量的具有中国特色和重大风

格的现代化学校美育体系。二是成立浸润行动专班。将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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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润行动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

健全工作机制，增强工作实效。 

——着力打造优质美育资源。一是注重校内跨学科资源

整合。美普遍存在于人类文明的创造成果中，是各学科各专

业交叉互渗的纽带。要加强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劳动

教育的融合，挖掘和运用各学科蕴含的品德美、社会美、科

学美、健康美、勤劳美、自然美等丰富美育资源，分学科推

动制定美育教学指引；遴选征集跨学科、专业的美育教学、

教研、教改优秀成果，推进成果转化，充分发挥各学科的美

育功能。二是加强校外资源统筹。把家庭当作美育的第一场

所，探索把家风家教家训纳入学校美育内容，实施“家风美

育”。与有关企业和社会机构建立友情链接，探索共建美育

资源库。如社会面有：美术馆、美术展览会、音乐会、剧院、

影戏馆、博物馆、陈列所、植物园、动物园等。又如地方美

化中的基本要项：道路、建筑、公园、名胜、古迹等。三是

加大数字化资源开发。最基础的是传统美育资源的数字化，

如把诗歌、影像乃至文字、线条、色块转化为可在网络空间

存储、再现和传输的形态。最主要的是开发一批公共艺术优

质数字资源。同时，加强美育网络资源和平台建设，如探索

建立美育网等，创新美育教育教学方式，扩大优质美育资源

覆盖面，打造“万有相通”网络世界和“美美与共”大同之

境，进而建构新时代美育浸润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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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营建校园美育文化。一是营造向真向善向美向

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深化文明校园创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艺术传承基地建设，制定完善建设标准，推出一批典型案例

和文化资源。二是打造校园文化艺术展示空间。坚持面向全

体，持续推进美丽校园建设，把美育融入校园生活全方位。

充分利用校内各种平台，特别是橱窗、展示屏、校园广播、

电视台、校园网等立体化展示学校艺术品位和文化气质。三

是加强美育浸润研究。重点研究高校美育的课程和教材体系、

教学规律和模式、考核评价标准、教师队伍建设，深入研究

中华美育精神。推动美育协同创新研究，探索校校协同、校

所协同、校企协同、校地协同开展美育浸润行动的新路径。 

——全力实施公用建筑物书画装饰美化工程。搜集、收

藏学校组织的各类书画、摄影等大赛中的获奖作品，以及艺

术学院、电影学院等校内专业学院（协会、社团）师生的展

览作品，对校内公用建筑物（包括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楼、

会议室、甚至职工小家等）实施针对性高标准系统化的装饰

美化，“让艺术之花在校园中绚丽绽放”（王树新语），让重

大人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文化熏陶和美育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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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图片：某高校悬挂的书法作品，被网

友吐槽为“江湖书法”，有辱学校声誉。 

手机截图：2024年两会时有代表建议

严禁“江湖书法”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