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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抽样访谈的方式,研究了川渝地区城乡学校美育现状与困境，并
提出具有实践价值的“城乡联动”学校美育发展策略。文中深入剖析城市与乡村学校因彼

此孤立教学,导致美育教学的“审美维度、媒材运用、教材使用、美育氛围和师资条件”等
现实问题，难以实现义务教育阶段艺术新课标的培养目标与要求。因此，需采取“贯彻实

施国家相关美育教育政策，紧扣艺术素养培育核心，纵横联动校地美育合作，平衡城乡社

会共育资源”等综合方案，有效实现城乡大中小幼学校美育合作，发挥社会美育资源价值

和功能，助力“乡村振兴”、重塑“城乡关系”、共筑“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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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教育部对学校美育的重视力度越来越大，近年来相继出台相关美育教育政策方

案，为城乡美育提供多维政策保障和实践路径，为全体大中小幼学校美育提出新时期展望

和要求。“城乡联动”学校美育现状及发展研究成为我国当代美育实践研究的突破点，有助

于提升城乡学校美育质量，拓展跨学科美育教学内容、形式和应用渠道，更能推进城乡公

共美育实践平台的搭建。结合城乡各政府部门、教育单位和社会平台的支持，共同助推中

国现代教育事业发展，实施城乡大中小幼学校美育均衡发展，发挥社会公共美育资源优势

和价值，实现城乡教育公平与资源共享，校地协同普及美育教育。

一、研究背景

2022版《义务教育阶段艺术课程标准》[1]（以下简称“新课标”）、《关于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国务院，2020）、《双减——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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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3]（以下简称“双减”政

策）（国务院，2021）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的重要讲话 [4]（以下简称《讲话》）（2021）
等政策在新时代美育教育策略上形成有效整体，为大中小幼学校“城乡联动”美育提供强

大动力。

“新课标”为新时代美育提供结构性框架与课程实施方案，艺术课程需在“核心素养”

基础上侧重综合艺术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注重自然和人文对艺术教育的影响，强调根

据现实生活问题为导向进行团队探索与实验以激发学生创新能力。“双减”政策为义务教育

阶段幼小学校实施“城乡联动”美育教育提供了实践规范，督促区域化学校共同体的建设

以实现教育公平，充分发挥校内外公共教育场所的社会服务功能以拓展美育空间。“意见”

则强调城乡大中小幼学校的美育资源统整，推崇新时代美育融入跨学科教学，在立足于我

国文化传统基础上借鉴国内外优秀现代文明，拓展校内外美育资源，丰富社会美育实践活

动，为“城乡联动”美育提供扎实的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2021）倡导艺术与科学相结
合，城乡规划和美育教育相结合，发挥美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正向引导和审美启发的

重要作用，把美术成果更好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这为“城乡联动”美育教

育提出了价值旨归。城乡学校的美育有了明确的教育目标、重点及方向，以便将学科、平

台和团队进行有效统整，开辟美育新路径。

二、问题的提出

国家相关政策对当代美育的呼吁声很高，但城市和乡村的学校美育有各自的教育困

境，“城乡联动”美育困难重重。一方面，城市的学校美育因自然空间受限，生态美育引导

力度不够，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教育意识往往停留于表面；因城市民间艺术教育资源有

限，难以深入地域文化进行特色美育。另一方面，乡村学校美育需求量很大，乡村年轻夫

妇选择进城务工，将子女长期寄养在乡村由老人照顾，致使儿童美育成长条件受限，情感

滋养与表达能力匮乏，美育经验和跨学科认知薄弱，较难适应当代美育发展要求。本文的

问题是，目前的城市乡村学校美育现状是否能够满足新艺术课标基本实施条件，是否能够

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联动美育提升学校美育实践效果，以此展开“城乡联动”学校美育策略

研究。

三、城乡学校美育现状

笔者针对川渝城乡地区学校，以 2022版《艺术课程标准》四大“核心素养”为问题结
构导向，从“城乡联动”视角分析当代美育突破点，进行了美育问卷的设计与调查。在对

522份调查问卷和 36份抽样访谈进行统计和分析后发现，川渝地区城乡美育实践都有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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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当代审美教育方式和内容，取决于 2011版《艺术课程标准》相应美育课程的教学实施
和经验沉淀 [5]，这为 2022版新课标实施打下扎实美育铺垫。
（一）延续传统美育

我国传统的美育教育总体而言是抒情的，这源于中国几千年的审美经验和表达习惯，

美术作品被视为供人赏心悦目、涵养人文精神的审美载体。调查显示，大中小幼学校倾向

于从艺术、自然、生活、文化角度解析审美经验，激发审美体验的敏感性和普遍性意识。在

审美欣赏过程中，根据不同主题采用多元审美心理，分别从艺术作品的细节内容、构图形

式、创作方法、风格流派、情感观念、社会意义等角度进行深入欣赏和解读。在艺术表现

实践过程中，能采用传统艺术媒介、生活废弃物、自然材料等创作媒介，在形象塑造和事

物构图组合层面体现出明显的基础美术素养，甚至在创作表现中有适当强化主观情感及观

念。

（二）坚持守正创新

目前的学校美术教育较之 20世纪更加侧重于创意表现，城乡教师普遍选择提供参考实
物及图像进行半临摹半创作或者纯粹想象创作，少有采用中国传统的临摹绘画教学。这会

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有极大促进作用，但可能也会导致对传统绘画及手工艺的忽略，学生会

缺乏对民间工艺繁杂技艺学习的兴趣。因民间工艺是必须建立在“匠人精神”基础上，在

临摹过程中执着而反复地对技艺进行强化训练，达到“心手合一”的境界之后再进行创新

创造，学校美育不能为了创造而完全放弃临摹练习；但也不会为了“尚古”而缺乏“创新”。

2022版新课标明确提出要重视民间艺术的教育，兼顾传统技艺教学和创新教学效果会更佳，
学生会立足传统艺术与文化的学习，进而再有创新思维的拓展，以丰富和改善传统手工艺

制作和传播。

（三）结合多元文化

城乡学校均有结合中国文化元素和其他国家的地域文化。教师有意识从基础教育开始，

通过本国艺术与多元艺术的比较分析与借鉴，逐渐培养学生对本土艺术的学习兴趣和创新

实践热情，强化对本国文化的理解，强化地方特色文化，拓展文旅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持

续广泛提升乡村形象，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增强学生的个体自信、民族自

信和文化自信。经访谈，86.11%的城市教师和 63.77%的乡村教师经常在美育课堂中引入
中国文化元素进行艺术审美的拓展，为学校美育打下明显的文化烙印，有效增强学生的爱

国热情。

四、城乡学校美育困境

总体而言，城乡学校美术课程已经减少了被其他课程挤占的情况，美育开展相比以往

开展更加顺利。但城市比乡镇的美育教育做得更为扎实，问卷数据中有明显体现出城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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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中小学美育基础差别，这实质上突显的是城乡美育师资和环境条件等层面的差别。需

强调的是，因新课标对审美感知和创意实践有更多补充强调，目前城乡学校美育实践就突

显出诸多基础问题。

（一）审美维度

问卷显示，城市学校常引导学生挖掘艺术作品表象下的真实，通过审美过程和艺术表

现探索内在意识，强化个人欣赏和创作体验，启发自我认同感，彰显艺术个性，这与城市

陌生化的社区结构和孤独的个人生存感受切身相关，也与西方现代美术夸张变形的艺术形

式影响有关。相比而言，乡镇学校更倾向于引导视觉艺术作品所呈现出的宁静与和谐之美，

这与乡村怡人的自然风光和闲适的生活氛围有一定关联，也与民间艺术喜闻乐见题材与样

式的熏陶有关。但城乡学校在引导学生欣赏西方宗教绘画和革命艺术作品时，较少感受到

“崇高与壮丽”审美心理，这显然与中西方差异化传统审美对象有关，在宗教和战争题材的

画面中较难感受到崇高精神，需加强对革命主题艺术的欣赏引导，升华民族自信感和社会

道德感。

（二）媒材运用

美术技能课开展需要充足的教学材料，从问卷可看出城乡教师在课堂上普遍采用传统

艺术媒介、生活废弃材料和自然材料进行教学，拓展学生美术技能。从访谈中得知，城市

学校为教师和学生配备了美术课需要的材料包，包含基本的绘画和手工材料，让学生能在

课堂上充分熟悉、掌握并利用材料进行创作探索。同时，延时服务与美术社团活动所需要

的材料，家长也是极其支持并积极购买，共同促进学生美术学习的兴趣发展。然而，乡镇

学校并没有足够经费增购美术材料以支撑美术教学和美术延时服务，对美术教师每年的教

学耗材不予补贴，学校管理也比较严格，禁止学生自带小刀等进入课堂。多数家长没有条

件购买美术材料，更没有支持意愿，认为美术课材料比较昂贵，只为一两次教学使用并不

划算。而学生也有从众心理，看到有同学没有买材料或携带材料，自己也就不再带来。基

本教学材料不具备，美术课程便很难持续，往往教师需要强制执行或实施自然材料的美术

教学，才能让学生勉强参与美术课程的学习。这些原因导致乡镇美术教师的教学热情逐渐

消退，急需社会力量的支援与协助。

（三）教材使用

美术教育是视觉教育，教材的使用在基础美术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城乡义务教育阶

段美术教材均采用循环教材模式，即上课下发，下课回收，每年补充 1/3新教材，然而城乡
学校对美术教材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出各自美术教学重视度的不同。城市中小学校教材循环

教材使用率高，每次上课美术教师根据规定严格下发教材给每位学生做学习参考，同时提

供多媒体呈现作品图片强化视觉效果，并按照教材重点内容设计美术课程单元循序渐进培

养学生美术审美和技能，学校也会对美术教师的教学有适当监管和考核。为厉行节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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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中小学也采用循环教材模式授课，但美术教师担心学生使用教材后回收数量不足或教

材有缺页破损，也为避免教师自己承担填补缺损教材的后果，事实上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

下发美术教材，学生视觉审美引导缺乏有效依托。在没有下发教材的情况下，乡镇学校专

业出身的美术教师和有一定美术经验的全科教师在美术课堂上会按照教材节奏选择重点授

课，但非专业教师因缺少美术技能相关培训，不能有效使用教材而转为美术自习。美术教

材使用不合理，教学质量不受监管，学校、家长、学生甚至教师本身都认为美术学科并不

重要，这也较为影响乡镇学生美术教育的长远发展。

（四）美育氛围

从问卷调查数据来看，城市学校组织艺术活动讨论交流的“经常”概率为 67.71%，乡
镇学校仅为 39.13%，城乡美育氛围并不乐观。经访谈得知，无论城市或乡镇学校，艺术节
美术作品展大多流于形式，学生主科学习时间挤压，平时课堂的美术作品都未能在课后及

时完成，多由美术教师代笔完善或重新制作。

城市学校美育空间充足，有专门的美术教学空间和社团活动场地，甚至有创新美术基

地项目建设，美术课程内容与艺术节主题整合，使艺术节展示的作品精致多元，交流氛围

较为浓烈，丰富了第二课堂学习和校园美育文化。此外，学校周围不乏大量跨学科美育培

训班教学经验的熏陶，网络慕课资源获取较为便利，每年班主任带领学生到省外游学的美

育经历也极大增加学生的跨学科视野，美术课堂讨论较为广泛。

比较之下，乡镇学校严重缺乏美育空间，艺术节交流氛围不浓，展出作品较少，只供少

量师生聚集拍照存档、上交活动材料之用，并未实质性带动校园艺术氛围。小学四年级开

始，审美欣赏课程增多，在教师教学方式比较单一的情况下很难引起学生的审美共鸣，教

师易产生挫败感；加之学生语言表达能力薄弱，自尊心形成而性格内敛，审美讨论难以有

效开展，教学主题改为美术操作课程有所好转，但乡镇学生审美欣赏培养力度不够，成为

长期性审美短板。中小学毕业前虽有抽查考核学生美术基础，但在没有前期扎实基本功训

练的情况下，教师只能提供学生各种考核要点和关键技能便于熟背，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儿

童绘画特长和创新思维。

（五）师资条件

城市中小学大多设定美术课程专任教师为美术类专业人士，高学历美术教师占比较高，

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总体 98.3%，研究生学历教师占 13.7%，非美术专业出身而讲授美术课程
的教师仅占比为 6.25%。美术教师能坚守美术课程长期稳定而深入研究美术教学内容、方法
和评价方式，对学生培养效果更明显。而乡镇美术课程任课教师同时兼任其他课程如语文、

劳技或心理健康等课程，教学精力分散，教学改革强度不够，影响深入研究美术课程教学

内容和效果。乡镇美术教师高学历情况略微低于城市，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占总体 92.7%，
研究生学历教师仅占 7.2%，非美术类专业出身但兼职美术课程的教师占 18.11%，这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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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乡镇美术教师的美育教学质量略微受到影响。问卷中提及是否有培养学生“审美敏感性”

和“艺术感悟力”两个维度的能力，选择“经常”选项的城市教师比乡镇教师多出 20%的
概率，说明城乡的审美教育深度有相当大差异。

城市片区教研员专业素养不高，美术教研室研讨活动缺乏，美术教师培训力度仍显不

足。而乡镇美术教师通常赶往城市进修培训，偶有城市名师下乡讲座辅导，其美育教学理

念很有新意，却不太适合乡镇教育实情，不能在乡镇学校有效实施。但由此可见，城乡学

校美育交流具备一定基础，但需急切深入推进与落实。

综上所述，城乡学校在双方孤立的教学环境中很难落实新课标目标和要求。首先，城

市教师对乡村地域环境和民间文化的不了解，不能根据乡村人文自然展开深入介绍，本土

文化和自然特色不能有效融入跨学科创作中，需要乡村教师协助引导。其次，乡村教师对

城市博物馆或美术馆展品缺乏多元文化的挖掘与理解，对城市优秀的现代艺术、文化与科

技的阐述较为局限，跨学科教学容易缺乏深度，需要城市教师拓展经验。再者，城乡师生

跨学科美术创作不能孤芳自赏，缺乏校际、校地和城乡互动，需有社会力量介入促进巡回

展示与交流，提供必要的城乡跨学科美育研讨活动，以及支持必要的美术创作材料和技术。

五、“城乡联动”学校美育发展策略

为实现高质量学校美育教育发展，国家近年来相继出台相关美育教育政策方案，为“城

乡联动”跨学科美育教育提供多维政策保障和实践路向，有助于搭建社会公共实践平台，拓

展跨学科美育教学内容、形式和应用渠道。启动“城乡联动”模式开展中小学跨学科美育

教育，遵从 2022版艺术新课标的美育要求，既结合乡村自然生态景观浸润城市美育教育，
亦结合城市现代科技认知激活乡村美育发展，共同助推美丽乡村建设、城乡环境保护和中

华文明传承。

（一）贯彻实施国家教育政策

系列政策为大中小幼学校美育提出新时代的展望和要求，“城乡联动”成为重要美育途

径。“新课标”为新时代美育提供结构性框架与课程实施方案，艺术课程需在“核心素养”

基础上侧重综合艺术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注重自然和人文对艺术教育的影响，强调根

据现实生活问题为导向进行团队探索与实验以激发学生创新能力。“双减”政策为义务教育

阶段幼小学校实施“城乡联动”美育教育提供了实践规范，督促区域化学校共同体的建设

以实现教育公平，充分发挥校内外公共教育场所的社会服务功能以拓展美育空间。“意见”

则强调城乡大中小幼学校的美育资源统整，推崇新时代美育融入跨学科教学，在立足于我

国文化传统基础上借鉴国内外优秀现代文明，拓展校内外美育资源，丰富社会美育实践活

动，为“城乡联动”美育提供扎实的落脚点。国家教育政策互为依托，为大中小幼“城乡

联动”美育提供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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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紧扣艺术素养培育核心

“城乡联动”美育教学能鼓励城乡教师互为引导，有效结合城乡文化与技术、资源与空

间、人力与物力，循序渐进启发城乡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跨学科培养新时代青年丰

富的审美意趣、强烈的民族自信与社会担当意识，以及出众的问题解决能力。倡导在城市

与乡村自然、生活和社会中体验多样审美元素，感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挖掘并丰富

城乡传统民间艺术和近代革命艺术，理解、尊重并包容城乡富有差异的地域文化和现实处

境，担当发展改善城乡生活现状的社会责任，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综合利用城乡资

源跨区域互动教学，充分利用区域化城乡社会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建构良好美育生态，助

推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

（三）纵横联动校地美育合作

可大中小幼学校纵向贯穿美育结构，城市和乡村横向联动美育实践。因新时代创新人才

培养需要和新课标美育要求，大中小幼学校将全面提升学生综合审美素养和创意表达，“城

乡联动”美育成为发展趋势。需大中小幼学校城乡联动，组织大学生入乡美育，邀请乡村

儿童入城美育，城乡学校互动教学、研讨、展示；统整城乡学校及公共美育教育资源，激

发师生对学科融合、资源共享和空间互动的美育实践新路径的探索热情；通过生活、艺术、

民间文化和跨学科因素综合美育 [6]，拓展美育实践范畴，构建“城乡联动”校地美育模式。

（四）平衡城乡社会共育资源

“乡村兴则国家兴”，中国教育的发展绝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教育的发展，全力发展乡

村美育教育才能促进全民审美素养形成。古往今来，中国城乡文化和经济发展相互依存，城

市影响着乡村审美趋势和价值判断，乡村丰富了城市审美结构和文化积淀。虽然近现代工

业发展过程中城乡联动美育短时期内稍显失衡，致使城市被孤立、乡村被遗忘，但二十一

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传承越来越得到强化，城市与乡村文明受到同等重视，城乡教育更加

追求公平化发展，这为新时期“城乡联动”跨学科美育教育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加强

城乡相互尊重、彼此互动 [7]，形成新的城乡社区“审美团契”[8]，即通过城乡日常生活中

的审美共通感营造来形成心理归属感和群体认同感。城乡本土文化在发展中产生越来越多

个性化、多元化的现代美育需求，应充分发掘城乡地区审美泛化、符号化倾向的生成途径

和存在表现，梳理农村接纳现代审美潮流以及审美理想的内在逻辑，让城乡居民与现代文

明之间的审美互动、审美体验成为现实生活的常态 [9]。

六、总结

“城乡联动”美育可成为我国美育建设的重要途径，能有效助力实施“乡村振兴”、重

塑“乡村文化”、建设“美丽乡村”，推动城乡美育教育资源平衡互补，激励城市教育人才

向乡村流动与服务，健全城乡校地人才培养合作机制。该体系将当代跨学科理念引流乡村

59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第 5卷第 4期

美育教学，用城市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美育资源置入乡村美育结构，为乡村美育注入现

代活力；将自然美学浸入城市，用乡村院坝文化和民间艺术等公共资源丰富城市美育教学

内涵，为城市美育增显文化包容。城乡师生合力互助，共同开发融合城乡学校和社会公共

美育资源及空间，共同实现多元美育教育发展。这即是对“新课标”跨学科美育的有效实

施，是在整合城乡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展开的教学实践，通过介入社会调研激发城乡儿童对

自身和社会的再认识，加强区域化“在地性”的审美认知及实践，促进城乡物质与文化的

交融，增进传统文明与现代科技的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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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s and Strategies of the Art Education
based on“Urban-Rural Lin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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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ract This paper utilizes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sample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the cur-
rent state and dilemmas of art educ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schools within the Sichuan-Chongqing
region in China. It offers series of practical“Urban-Rural Linkage”strategie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rt education within these institutions. The article thoroughly examines the genuine issues of
“aesthetic dimension, material utilization, textbook usage, art education atmosphere, and teacher
qualifications”that arise due to isolated art teaching practices in urban and rural school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newly introduced art
curriculum at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level.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adopt comprehensive
plans such as“implementing pertinent national art education policies, prioritizing the cultivation
of artistic literacy as the core, advocating for school-to-school and school-to-local cooperation in
art education, and balancing social co-educational resour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urban and rural, this would be effective to realize the art education collaboration among primary,
secondary, junior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to highlight the value and function of social art edu-
cation resources, and to serve the“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shaping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 and the“building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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