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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刘欣欣

如何让美育为孩子们打好人生底色

美育是指培养健康的审美观， 发展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 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中， 美育占有重要地位。 谈
到美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诸如美术、 音乐这样的课程， 被不少家长认定为可有可无的 “副科”， 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近些年， 相关部门一直在推进美育建设， 一些学校尝试建立各种兴趣团体， 不少社会力量也开始搭台， 让高雅艺术走进
校园， 让美育为孩子们打好人生底色。

学校积极探索
开办社团活跃艺术细胞

近日， 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 介绍学校美育改革发展有关
情况 。 一项从 2006年起每年对
200余所普通高校一年级新生进
行的美育调查表明： 近八成被调
查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接受了正规
的艺术课堂教学， 62%的学生参
与了学校的艺术社团或兴趣小
组， 33%的学生掌握了一定的艺
术技能。 调查还显示， 67%的学
生具备了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

此外， 近年来， 在中小学校
数量负增长的情况下， 艺术教师
数量平均每年增长5.3%； 普通高
校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公共艺
术教育师资队伍。 中小学艺术专
用教室的配备率大幅度提高， 艺
术教学器材与课外活动场地的条
件得到明显改善。

这些数字在一定程度上显
示， 不管是社会还是学校都在逐
步看重， 并且注重学生的美育发
展。 那么学校又是怎么推进学生
的美育建设的？ 对此， 白家庄小
学也探索出一套方法， 学校中的
英语戏剧社让学生们的英语水平
和艺术细胞同步增长。

说起英语戏剧社的开办， 白
家庄小学副校长魏华丽介绍， 这
要源于白家庄小学的定制化课
程。 “如今， 很多孩子在英语学
习方面不是零基础， 由于他们此
前在英语培训机构学习过， 进入
学校的英语课程后， 会出现吃不
饱的现象。 我们希望通过英语戏
剧社， 一方面能够让这些孩子的
英语能力展现， 同时也让他们的
英语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2014年底， 白家庄小学在一
个校区的两个小组内， 实验性地
上了几堂英语戏剧课， 编排了一
个童话剧的串烧， 其中包括 《白
雪公主》、 《美女与野兽》 等经
典故事。 随后， 在学校的舞台上
进行了表演。

“孩子们的语言表达、 人物
表现都特别的到位， 让观众有身
临其境的感觉， 也让我们感觉到
了语言的魅力。” 魏华丽说， 虽
然场景、 孩子们的服装都十分简
单， 但是， 精彩的表演让现场观
看的老师、 学生家长感动不已。

2015年3月 ， 英语戏剧社在
白家庄小学的两个校区内进行推
广。 《西区故事》、 《约瑟的奇
幻彩衣》、 《梦幻骑士》、 《发胶

星梦》， 已经在白家庄小学的英
语戏剧社中排练了起来。 学校还
邀请到学习表演专业的外国教师
进行授课， 让孩子明白如何把英
语口语用更感情化的方式表达出
来 ， 以及用英语刻画人物的心
理。

经过一个半月的培训， 2015
年5月17日， 白家庄小学的两支
英语戏剧团参加了 “CCTV希望
之星” 北京赛区总决赛， 出乎老
师们意料之外的获得了一个一等
奖， 一个二等奖。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白
家庄小学在学校内部开展了两场
戏剧专场演出。 在演出堂吉诃德
和风车斗争的时候， 台下的很多
孩子们都在合唱那段配乐。 “当

时的场景真的挺壮观的， 大家都
很喜欢。” 魏华丽回忆。

“当时的想法是让孩子们历
练一下， 并没有想到能获奖。 特
别意外， 但真的是感觉到， 你给
孩子们多大的舞台， 他们就能绽
放多大的精彩。” 魏华丽笑着说。

除了英语戏剧社外， 白家庄
小学还开设了多项美育课程。 比
如传统的唱歌、 跳舞、 乐器等，
还开展了 非 遗 大 师 进 校 园 活
动 ， 包 括 剪纸 、 面人 、 草编 、
扇面等。

社会力量搭台
更多孩子感受艺术魅力

调查中， 不少人表示推进学

生的美育教育， 不仅需要学校一
方的努力， 更需要集合社会多方
力量的支持。 国家大剧院就是其
中的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 据了
解， 国家大剧院和首都文明办倾
力打造的艺术普及品牌之一 “暑
期高雅艺术实践活动”， 自2013
年起， 每年暑假期间， 夏令营都
面向全市小学生招收成员。 两年
来， 已有近百位小朋友在国家大
剧院得到免费的 “艺术深造”。

据介绍 ， 2014年 5月 15日 ，
国家大剧院作为首批参加 “高等
学校、 社会力量参与小学体育美
育发展” 的28个单位之一， 正式
参与北京市东城区校尉胡同小
学、 西城区自忠小学美育发展工
作。

“牵手” 以来， 大剧院坚持
“在兴趣中培养， 在兴趣中普及”
的原则， 不断拓展优质艺术资源
与社会教育资源的深度融合， 通
过搭建 “艺术课堂、 艺术实践活
动、 校园艺术文化” 三位一体的
培养模式， 让孩子们感受艺术的
魅力。 过去的两个学期， 剧院在
“歌、 乐、 舞、 剧、 戏” 等板块
全线铺开， 开设8门艺术素养课、
3类社团。

暑期高雅艺术实践活动专门
量身定制丰富多彩的课程， 每个
系列都安排特色内容。 国家大剧
院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推出名家
互动、 剧院探秘、 演出观摩等丰
富多彩的实践环节， 邀请到舞蹈
家刘岩讲述学习舞蹈的背后故
事， 管风琴演奏家沈凡秀揭秘大
剧院音乐厅 “镇厅之宝 ” 管风
琴； 带着孩子们深入剧院腹地，
了解原创剧目彩排和神秘的舞台
机械； 晚上还安排了世界名团的
演出观摩， 美国电光火线剧团的
《丑小鸭》 和以色列卡梅尔剧团
的话剧 《大鼻子情圣》。

据了解， 教育部关于2016年
学校美育工作重点中也提到， 加
大区域内美育统筹力度， 确保开
齐开足艺术课程 。 整合教育资
源， 统筹社会资源， 建设网络资
源。 深入推进全国农村学校艺术
教育实验县工作， 积极探索组建
美育教学联盟、 文艺工作者援教
联盟， 努力解决农村学校美育师
资问题。

政府部门助力
展现学生艺术才能

在采访中， 不少人提到政府
部门应在遵循教育教学的规律和

特点的基础上， 推动美育建设的
发展。 据了解， 教育部每三年组
织一次全国大中小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 活动是根据 《学校艺术教
育工作规程》 每三年举办一届的
要求， 从2003年开始举办， 至今
已成功举办四届。

不仅是举办艺术展演活动，
相关部门还为学生搭建了展现艺
术才能和展示艺术教育成果的舞
台。 今年， 教育部将深化学校美
育综合改革， 进一步强化美育的
育人功能。 其中包括， 推进高雅
艺术进校园、 戏曲进校园， 抓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与基地建设。 大力改进美育教学
为突破口， 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
文素养。 建立以学校美育教育教
学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
机制， 加强美育与德育、 智育、
体育的有机融合。

此外， 在艺术课程上， 教育
部也将加大区域内美育统筹力
度， 确保开齐开足艺术课程。 还
将推进美育评价工作。 指导实验
区和各地贯彻落实中小学生艺术
素质测评制度、 中小学校艺术教
育工作自评制度和中小学校艺术
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制度， 组织第
三方机构编制全国学校艺术教育
发展年度报告。

声音———
学习艺术
有益孩子心灵塑造

白家庄小学副校长魏华丽表
示： “当孩子长期学习一项才艺
的时候， 坚持本身就是一个很好
的品性。 通过才艺展示， 更好地
让别人认识自己 ， 遇到一些挫
折， 处理挫折的过程就是成长的
过程。” 在魏华丽看来， 学习一
项艺术能够让孩子受益匪浅 。
“对于现在孩子来说 ， 知识的获
得固然重要， 但心灵的成长更为
重要。 艺术更多的是对孩子心灵
塑造， 让孩子用更宽阔的胸怀去
拥抱世界。”

“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更
多要求孩子全面、 健康地发展，
尤其是良好性格的塑造。 如果在
成长的过程中， 孩子能更好地处
理自己的情绪、 处理自己和外界
的关系、 和朋友的关系， 就能够
让他更好地专注学业成长 。 同
时， 学业成长也会让他把这些关
系处理得更好， 这两者是相辅相
成的。” 魏华丽说。

业内人士： 学习艺术有益孩子心灵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