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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一中“梅石大美育”课程组

跨校案例教学剪影跨校案例教学剪影 （（20212021 年年））

多年来，云南大学公共管理系教
研团队一直潜心探索学科人才培养模
式，取得了一系列的教学成果。2013
年，邓崧教授领衔建设的“云南大学电
子政务实验教学体系构建”项目获得省
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7
年，侯江红教授领衔建设的“高起点公
共事业管理专业建设与人才培育的探索
与实践”项目获得省级高等教育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2021 年，邓崧教授牵
头的“创新公共管理‘三实四育’人
才培养体系——基于多校教研协作的
云南实践”项目获得省级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行政管理和公共事
业管理两个本科专业入选国家一流本
科专业。这些探索成果，对边疆民族
地区建设中国特色公共管理人才培养
模式作出了积极探索，对其他相关学
科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参考价值。

公共管理属于实践性很强的社会
科学，人才培养不仅要关注理论知识
的掌握，更要关注实践能力培养。云
南大学公共管理系教研团队以实验、

实训、实习为基础支撑，有效整合高
校 、 政 府 部 门 、 社 会 、 企 业 多 方 资
源，强化协同交流，形成多元分层培
养体系，实现了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

领域“师资培育、学生教育、专业涵
育、社会共育”的教学改革目标，并
总结出以下发展路径：（一） 基于“三
实”，设立成果导向型全程精细化管

理；（二） 针对“四育”目标，建立立
体分层多元育人平台；（三） 推进学科
教研合作高校联盟，建设实训实习联
合网络。

经过近 10 年的实践探索，该模式
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 教师教研能动性和学生实践
能力明显提升。2020 年，学校公共管
理案例大赛有 30 支队伍的 139 名学生
和 32 名指导教师参与，经过孵化，获
得 4 项国赛大奖。截至目前，公共管
理系有 16 个师生合作案例进入国家教
育部门专业学位案例库，在全国获得
各类奖项 17 次，发表案例研究型核心
期刊论文 14 篇，两项实验成果获“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二） 师资队伍和教学成果大幅提
升。学校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是国家
特色专业，行政管理是云南省重点专

业，均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成
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一个、国家一流
本科课程一门、国家精品在线课程一
门、省级精品课程两门，建成实习基
地、现场教学点和学生创新实践平台
20 余个；培养省级教学名师一名、国
家教育部门优秀案例教师一名、国家
教 育 部 门 扶 贫 典 型 案 例 首 席 专 家 一
名、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一名，
还 有 各 类 人 才 8 名 以 及 优 秀 学 生 朱
丹、付秋静、王亚琛等。

（三） 实践探索经验得到推广和报
道。团队多次在国际行政科学学会暨
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联合大会金砖国
家公共管理方法论圆桌会议和中国行
为公共管理学会 （CABPA） 专业会议
上做“三实四育”相关成果的专题发
言与展示。2016 年至 2020 年，国内外
20 余所大学前来交流切磋。清华大学
孟庆国教授称：“成果方法明确、路径
清晰，基于实践教学、师生共育和多
远协同方面的创新突破，为公共管理
学科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有益探索；相
关专业进入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应用
效果明显。”相关教学改革成果辐射省
内多所兄弟院校。

（李娟 谢和均 罗红霞）

创新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新探索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系团队合影云南大学公共管理系团队合影 （（20202020 年年））

泉 州 一 中 天 然 带 着 “ 美 ” 的 基
因 。 学 校 位 于 被 列 入 《世 界 遗 产 名
录》 的“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泉州古城北隅清源山麓，那里有
一块绽裂成五瓣的石头，状如梅花、
生 动 奇 美 。 明 代 成 化 二 年 （1466
年），状元罗伦在此讲学，后世因而在
此 地 建 立 了 “ 一 峰 书 院 ”“ 梅 石 书
院”，传承了 500 多年，继至今日便是
泉州一中。学校秉承“敦品力学”校
训，逐步发展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传
统名校，美育更是一脉相承，涌现出
了著名焰火艺术家蔡国强、知名作家
潘向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研
究重要著作 《中国泉州南音集成》 的
主编吴珊珊、影像装置艺术家吴达新
等知名校友。

潮涌新时代，“五育并举”的发展
理念，对学校美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克服现实困难、攀登美育新高
峰，成为学校发展的迫切需求。配合
国家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举措，泉州一
中务实求真，努力解决发展问题、创
新美育方式。

“美育福船”之“首”——
科学认知 突破美育藩篱

通过认真调研、梳理美育工作突
出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学校领导班子
基于新的教育政策方针和发展趋势，
努 力 创 新 建 设 性 方 案 进 行 攻 关 ： 第
一，组织系列培训，指导全体教师深
入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多份教育
改革文件，深刻认识“五育并举”的
重要意义，提高教育站位；第二，通
过 开 设 高 水 平 “ 未 来 艺 术 家 ” 课 程
组，紧密结合中高考改革，为学生创
设更多借助美育教育升学的途径，提
升家长和学生的参与积极度；第三，
将美育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强化对在美育方面成绩优异的学生的
表彰力度；第四，加强对教学中美育
渗透的研究，引导教师发现美育作为
情境和内容对各学科的重要意义，鼓
励师生将美育渗透到教学中，提升师
生和家长对美育的重视程度。一系列
的措施，犹如宋元时期驶向世界各地
的泉州“福船”的船“首”，为学校这
艘“美育福船”破浪开道。

“美育福船”之“舵”——
思想引领 把握美育方向

“破而当立”，把握美育前行的方
向成为首要议题。学校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

“党建+”为建设方式，探索“德领美
育·以艺育德”的有机融合。

“德领美育”，即德立于美之先，
以正确的价值观引领美育发展、指明
美育的方向和目标。学校制定了 《泉
州一中艺术教育中落实德育渗透的指
导意见》 等指导方案，在日常艺术课
程和艺术活动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教学准绳，引领教学目标、教
学 内 容 和 教 学 方 式 ； 学 校 以 “ 党
建+”系列项目为载体，以党建引领
美育工作，发挥党组织对美育的领导
作用，结合学校党建资源，把弘扬和
传承红色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到合唱、舞蹈、南
音、戏剧、书画等校本课程中。德育的
引领，培养了学生融坚定的理想信念、
炙热的爱国情怀、高尚的品德修养、纯
美的精神境界为一体的完整人格。

“以艺育德”，即德融于美之中，
充分借助学生对美的顺向接受，大大
促进了学校德育提质增效。学校在艺
术课程和艺术活动中明确校园“以艺
促德”的工作重点，将爱国主义情感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豪感的培养、
美好心灵的塑造、良好思想道德的养
成、高雅情操的陶冶、学习兴趣的养
成 5 个方面作为艺术教育需要重点渗
透的德育内容，着重通过体验式教育
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相关学习。“我的
中国梦”主题系列活动、青少年爱国
主 义 读 书 教 育 活 动 比 赛 （演 讲 、 故
事）、中华经典诵写比赛 （诵读、书法
等）、“班班有歌声·红心献给党”合
唱赛⋯⋯在这些师生喜闻乐见的美育
活动和日常美育课堂中，时代新人的
精神浸润及心灵美善的内在成长得到
了充分的实现，学校的德育实效也得
到了大幅提升。

“美育福船”之“舱”——
系统课程 搭建美育载体

正确的思想引领牢牢地把握“美
育福船”之“舵”，保证了航行的正确
方向，学校又进而思考：以什么载体
把学生送到成长的目的地？

在泉州一中的“梅石课程体系”
中，美育课程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 横 纵 方 向 上 形 成 三 维 覆 盖 的 课 程
群，在课程种类、课程深度、课程系
统、课程参与度等方面进一步发展，
满足学生美育素养发展多元化、个性
化的需求。

在横向拓展上，以核心课程为中
心向外拓展 4 个圈层的美育课程，进
行 了 “ 梅 石 大 美 育 ” 课 程 组 创 新 实
践。（1） 美育核心课程：在开足开齐
国家美育必修课程的基础上，利用周
三 （初中） 和周五 （高中） 下午的校
本选修课时间，开设“n”门面向全体
学生选修的校本艺术课程，进而为有
艺术兴趣和特长的学生提供了较高水
平的艺术训练机会。（2） 美育渗透课
程：语、数、外、政、史、地、物、
化、生、体、劳技、心理等学科都蕴
含着内容美和形式美。学校通过提炼
学科审美内容、创建学科审美方法、
培养学生学科审美素养，激发学生学
科学习兴趣和学科想象力、促进学生
学科感性与理性思维能力的协调发展
等，显著提高了学科教学质量，也逐
步适应了教育改革中美育渗透的新变
化。（3） 美育活动课程：学校按照课
程 目 标 、 课 程 内 容 、 课 程 实 施 （方
式、时间、地点）、课程评价等流程，
将校园文化艺术节等大型文艺活动和
团委少先队活动、重大节日活动、社
团活动、校外艺术实践活动等教育活
动进行课程化，构建了美育大课堂、
大教学、大实践活动平台。（4） 美育
隐性课程：学校注重文化环境的育人
作用，以美感人、以景动人，进而将
办学理念、校训校旗校服、学校制度
和管理建设等潜在因素进行课程化和
美育化，通过校园文化环境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
润学生心田。

在纵向挖掘上，构筑了 3 个层次
的纵深型课程链，满足学生对美育不
同程度的需要。在覆盖全员的基础性
课程中，严格落实国家课程，开好美
育必修课；在面向全体学生的拓展型
个性化选修课程中，拓展美育课程广
度 ， 增 强 美 育 课 程 多 样 性 ， 开 设 了

“南音鉴赏”“电影音乐赏析”“合唱音

乐赏析”“舞蹈音乐的重要性”“语言
基础训练”“舞蹈艺术鉴赏”“现代舞
基本功训练”“拉丁舞基础训练”等拓
展型校本课程；在高水平研究型选修
课 程 中 ， 设 置 “ 未 来 艺 术 家 ” 课 程
组，挖掘美育课程深度，开设了“八
大美院课程”“播音与主持”“声乐进
阶”等研究型课程。纵向挖掘兼顾了
课程深度与课程覆盖度，满足了学生
在艺术的广度和深度上的多样化与个
性化需求。

通过“梅石大美育”课程组的有
效课程实施，学校从自然美、社会美

（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美丽中国、美好言行等）、
艺 术 美 、 科 学 美 （各 领 域 的 科 学 理
论 、 符 号 、 公 式 、 实 验） 等 美 育 维
度，较好地提升了学生的美学素养。

“梅石大美育”课程组搭建了“美
育福船”坚实的“舱”，在课程目标、
课程时间、课程内容、课程实施等维
度上支撑起学生美育发展的平台。

“美育福船”之“帆”——
完善保障 激发美育动能

“帆翅初张处，云鹏怒翼同。”“福

船”前行需要强劲的动力。在推进课
程实施中，学校充分挖掘资源，建造

“美育福船”启航之“帆”，为学生的
美育素养发展提供动力保障。

泉州一中建立坚实的保障机制，
助 推 美 育 工 作 发 展 。 在 师 资 力 量 培
养、师生评价激励机制、资金经费、
软硬件设施方面，巧用活用，保障有
效。

“优师强美，质量立美。”学校通
过编制倾斜、人才引进、培训支持、
教研管理等方法，建设了一支事业心
强、业务水平高的美育师资队伍，同
时寻求全国高水平师资的助力，邀请
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舞蹈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各大
机构和院校的专家为校艺术团进行指
导。学校开设艺术特长班，招收特长
生，艺学兼优、全面发展的生源为学
校美育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为美点赞，激励成长。”学校设
立 美 育 评 价 机 制 ， 激 励 师 生 成 长 热
情。通过争取社会支持，多渠道筹集
艺 术 教 育 资 金 。 2011 年 ， 学 校 成 立

“梅石艺术奖励基金”，对艺术教育成
效突出的教师和优秀学生予以表彰和
奖励。学校将美育测评、美育活动等
美 育 内 容 纳 入 学 生 综 合 素 质 评 价 体
系，强化对美育方面表现优异的学生
的表彰力度。每学年的“校园之星”
评选，设有“音乐之星”“美术之星”
等奖项，通过学生自荐、班级推荐等
方式，通过“班级之星”和“年段之
星”的层层推选，不仅充分挖掘学生
的 闪 光 点 ， 而 且 通 过 榜 样 的 带 动 作
用，在学生当中树“新星”，极大地调
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环境育人，美育化人。”学校建
设高质量校园文化艺术环境，充分挖
掘校园每一个角落的潜力，使其成为
美的载体，在潜移默化中熏陶学生。

“美育教室”和“美育寝室”的评选活
动，将教室和宿舍装点成舒适的生活
场所和美学实践地；“彩虹墙绘”让旧
校区的老围墙焕然一新，成为学生们
挥洒才华的空间；艺术楼成了艺术活
动的核心环境，长期展览优秀书画作
品，充分配备各式乐器，常规开展音
舞 排 练 ； 两 座 大 礼 堂 内 设 有 专 业 舞
台，每座均可容纳近千名学生观看艺
术表演；4 间大型舞蹈排练厅配备现
代化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大型中央空
调系统，三面环绕的超大面积玻璃幕
墙和镜墙、环绕教室的把杆等，可满
足学生练功的需求。此外，合唱排练
厅和器乐兴趣小组的活动室内，都有
先进的多媒体互动设备，便于学生对
艺术的直观赏析。

“美育福船”之“旗”——
凸显特色 构筑美育品牌

创新美育特色模式，培育美育特
色项目，设计美育特色内容，提高学
校美育辨识度，树立特色品牌旗帜，
有助于学校美育的发展。在泉州一中

“美育福船”的构建过程中，学校始终
注重树立特色发展的旗帜。

泉州一中逐级构建美育特色：“美
育福船：五合一”模式 （大层级） —

“梅石大美育”课程组 （中层级） —独
特和优势美育项目 （小层级） —独特
美 育 内 容 （微 层 级）。 其 中 ，“ 小 层
级 ” 优 势 美 育 项 目 ， 以 “ 合 唱 、 舞
蹈、语言、书法”为主，每个项目都
能覆盖每个班级全面常规开展、在设
区市级比赛中多年蝉联一等奖、在省

级以上比赛中多次获一等奖、在领域
内形成良好口碑。学校获评“全国中
小学舞蹈教育传统校”、设区市级艺术
特色学校等，合唱和语言是省级中小
学艺术展演常驻项目，“泉州市教育系
统书画院”设在校内，书法品牌的区
域辐射力强。在“微层级”独特美育
内容方面，学校充分挖掘地方传统美
育资源，融合全国一线创编理念，创
作 出 大 量 富 有 特 色 的 美 育 作 品 ， 如
惊 艳 福 建 省 第 六 届 中 小 学 生艺术节
的舞蹈 《丝海刺桐红》，由北京舞蹈学
院编导，融入了泉州地方海丝文化和
学校的梅石文化。以层级式建设代替
宽泛式建设，使得学校的美育特色鲜
明凸显，极大地促进了学校美育工作
的发展。

传承立新——
“美育福船：五合一”模式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上
述 发 展 学 校 美 育 的 过 程 中 ， 根 植 传
统 、 勇 于 创 新 ， 泉 州 一 中 “ 美 育 福
船：五合一”模式最终构建完成——
在明确教育目标的基础上，以科学认
知为“首”、以正确思想为“舵”、以
多 彩 课 程 为 “ 舱 ”、 以 有 力 保 障 为

“帆”、以鲜明特色为“旗”，将 5 个部
分组成一个整体，促进学校“美育福
船”乘风破浪、驶向目标。

“美育福船：五合一”美育模式的
推行，发挥了显著的育人功能，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模式施行后，学
校 学 生 的 整 体 艺 术 素 养 水 平 快 速 提
高；历届毕业生都具备较好的艺术感
知 、 创 意 表 达 、 审 美 能 力 和 文 化 素
养，发展了至少一项艺术特长；在历
年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美育评价
测试中，全校学生的美育成绩优异且
不断提升。模式施行后，学校高水平
美育工作成绩斐然，以扎实的全员美
育 为 基 础 ， 学 校 在 国 家 、 省 、 市 各
级 学 生 艺 术 类 竞 赛 中 收 获 累 累 硕
果 ， 合 唱 、 舞 蹈 、 朗 诵 、 绘 画 等 多
个项目在省级、设区市级竞赛中多年
蝉联一等奖。2020—2021 学年，学校
获国、省、市级艺术类比赛奖项累计
200 多人次。与此同时，该模式下的
高层次美育人才培育工程，也为各高
校输送了一批又一批艺术类人才。“夯
实受益基础面，拔升专业卓越层。”这
一模式有效地促进了学校学生的个性
发展、全面发展、和谐发展，有力地
推进了素质教育，促进了学校事业的
内涵式发展，成为学校办学的一大闪
亮品牌。

学校先后被授牌“全国中小学舞
蹈教育传统校”、泉州市首批“中小学
艺术特色学校”、泉州市首批“书法教
育示范学校”等，连续 4 届入选“福
建省中小学生艺术节展演单位”，美育
工作广受社会赞誉。

历经 80 余载，弘一法师“无上清
凉”的墨宝在校园书法碑林中熠熠生
辉；传承 500 年，“片石梅花喷异香”
的教育盛景在新时代的梅花石畔延绵
不断；穿行 1000 年，破浪而来的宋元

“ 福 船 ” 在 泉 州 一 中 化 身 美 育 之 舟 。
“美育福船：五合一”模式，方向准

确 、 认 知 科 学 、 课 程 完 备 、 保 障 有
力、特色鲜明，各维度产生了良好的
聚合反应。在“舵”“首”“舱”“帆”

“旗”的配合下，这艘美育之船，正承
载 着 一 批 又 一 批 泉 州 一 中 的 梅 石 学
子，驶向成长的广阔天地。

（张海峰 陈胜贤 陈春莹）

1938年暮春，一个黄梅初发、细雨绵绵的星期日
上午，弘一法师应邀到昭昧专科学校（现福建省泉州第
一中学，以下简称“泉州一中”）演讲，并题学校图书
楼以“无上清凉”四字。弘一法师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
前驱，艺术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集诗词、书画、
篆刻、音乐、戏剧、文学造诣于一身，才华横溢，在诸
多文化艺术领域都曾开风气。他的到来，是泉州一中办
学史乃至福建教育史上的一段美育佳话。

福建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节福建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节合唱合唱

舞蹈舞蹈 《《丝海刺桐红丝海刺桐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