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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美育
李里

“ 《诗》 可以兴，可以观，
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
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是孔子对诗教浸润性特点的归
结，同样可以引申到艺术教育
（古人所说的乐教） 之中。根据孔
子的看法，艺术教育要做到帮助
受教育者去想象、去激发情感、
去认知社会与世界、同他人建构
群体、表达与赞美或者批评，从
而获取知识、提升能力、启发创
新等。因此，通过浸润性方式开
展艺术教育，对于推动学校美育
育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彰显艺术教育在推进学
校美育中的主体作用

近年来，随着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
见》、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
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等一系列文
件的下发和实施，美育被纳入各级
各类学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美育
也融入到教育教学活动的各环节，
提升学生审美素养、陶冶学生情
操、温润学生心灵、激发学生创新
创造活力，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获
得全面发展。在此过程之中，艺术
教育在推进学校美育中的主体作用
得以彰显。

多年来，当我们在主张实施素
质教育尤其是美育时，总是不忘召
唤艺术。其实，古人早已谈到人的
喜怒哀乐心理状态、社会治乱太平
与艺术之间的存在性关系，提出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
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的观点，强调通过艺术活动
可以将个体与社会互动之中所产生
的强烈情感很好地表达出来，通过
艺术、人的心理、社会之间有效互
动，达到正得失、动天地、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教化
功能，实现人的完整性，达至与他人、与社会甚至与自然之
间和谐相处。

正是因为艺术教育可以养成人的完整性，因此其对学生
的全面发展具有全面而积极的作用。《尚书》 所记载的尧
帝命令负责艺术的夔教授子弟，就是要通过艺术教育使子弟
们达到身心和谐、天人合一。事实上，现代心理学也发现了
艺术教育与人的身心健康之间的“和心”关系，弗洛伊德、
皮亚杰等西方学者均提出了艺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

因此，大力推进艺术教育教学改革的前提，就是要强化
对艺术教育价值的认识，在新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挥艺术教
育在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中的主体作用。

发挥艺术浸润在强化学校美育中的路径作用

然而，在学校艺术教育的实施中，也出现了诸多不足。
如，将艺术教育当作知识教育来展开，重视某种单一能力的
培养，而忽视了艺术本身的丰富性、实践性、审美游戏性、
参与性等；再如，艺术教育主要在学校、课堂等相对封闭的
空间中展开，艺术本身所具有的关乎人与世界、人与人、人
与自我关系的建设价值被削弱；还有人将以艺术教育为主的
美育转化成现代艺术学科式教育，如分解为音乐、美术、舞
蹈等学科，且学科之间缺乏互动性与综合性建设。此外，教
学以学生作为个体学习者来展开，考核其对于艺术知识和艺
术能力的掌握程度，而不重视通过艺术学习促进个体与他
人、社会甚至自然世界之间的健康关系。这样的艺术教育，
自然很难实现艺术教育的浸润性特点，也很难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

那么，如何改变目前学校艺术教育的教育教学理念与方
法，让艺术教育浸润性特点能够体现出来，从而通过艺术教
育将学生带出封闭的教室与校园，带出小我的知识与才能空
间，通过审美方式将他们带入到自我与世界想象的、表达
的、互动的生存关系之中，应是学校艺术教育改革的时代课
题。

人们时常可以看到学校艺术教育常见的场景：或一个班
的学生趴在桌子上画着画，或学生正襟危坐地跟着音乐教师
一句一句学唱歌。学生注意力集中在笔和纸上，或在教师身
上，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同外面世界的关系、学生因艺术
学习而产生的情感与表达、学生的参与性与创造性等在教学
过程中很少被激活。

因此，要发挥艺术教育的浸润性特点以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就需要改革学校中的艺术教育方式。

基于艺术的浸润性特点改革学校艺术教育

充分发挥艺术天然具有的浸润性特点，通过改革学校艺
术教育，强化学校美育工作，需要从多方面努力。

首先，改变艺术课堂的空间，使其有助于开展更多的互
动性、参与性、活动性艺术教学。目前学校的课堂多是围绕
规范性知识教学而建设的桌椅、黑板、讲台等各自独立，甚
至每一套桌椅都是一个学生的独立空间。这种空间建构不仅
不适合舞蹈、戏剧等艺术学科教学，甚至也不适合音乐等艺
术科目教学。因此，重构课堂空间，使艺术教学活动中师
生、生生之间的互动、参与更为方便，对于实现艺术教育的
浸润性特点是有帮助的，也是必要的。

其次，建构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学习艺
术的过程中真正实现参与性、互动性、创造性和开放性的学
习。学生在艺术学习中的主体性非常重要，只有激发他们的
主体性，以及同情心、参与感、互动需求等，才能引导他们
进入艺术世界之中，实现梁启超所说的“熏、浸、刺、提”
的身心健康与丰富的效果。

再其次，改变艺术学习考核方式，重视艺术在养成学生
完整人格中的价值。目前学校艺术学习的考核方式比较偏重
于知识掌握或者艺术技能掌握的程度，而对于艺术学习与学
生完整人格养成之间的关系不大重视。学生通过艺术活动而
展开想象力、打开心扉、自我表达、积极互动、创造审美世
界、同情性理解世界等，就是艺术教育的效果，也是可以用
来考核的。虽然对此有可能无法通过简单的正确或错误的答
案来构建考核标准，但艺术学习与学生完整人格养成、身心
健康之间的可评估关系，也是可以客观呈现的。

（作者系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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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辉 陆志才 王文忠

近年来，江苏省丹阳市新区实验小学
积极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
浸润行动的通知》，以《义务教育艺术课程
标准（2022年版）》为指导，融合陶行知生
活化、大众化艺术教育理念，开展“生活化
艺术浸润行动”，让艺术进入生活、服务生
活、丰盈生活，通过场域环境、课程体系、特
色活动、数字平台等方面的建设，整体优化
小学艺术课程，推进教育方式变革，提升学
生艺术素养，培养“爱艺术、会生活”的时代
新人。

空间重构打造艺术舞台

学校着力打造校家社三类舞台，为师
生建设适合的艺术教育环境。一是打造浸
润式学校舞台，学校将整个校园进行优化
设计，打造了“两馆五艺十地”艺术生活场
景。“两馆”就是师生互动体验的“艺”起来体
验馆和行知生活馆，“五艺”指艺文馆、艺韵
场、艺之廊、艺海报、艺秀台，“十地”就是校
园十大艺术打卡地。学校开展“寻找我心中

的艺术打卡地”征集活动，借助学生视角，进
行校园美育微景改造。二是打造共育式家
庭舞台，在家庭开设“艺术展台”“厨艺秀台”

“园艺阳台”，开展“小手拉大手、共奏一支
曲、共做一个菜、共装美阳台”活动。三是打
造融合式社会舞台。学校与丹阳市丹剧团、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音乐系、丹阳市青少
年实践基地以及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等
共建，让学生表现艺术之美。

在校家社舞台上，学校按四季设计了
一系列有主题的特色活动，如“童心抗疫、
宅出精彩”活动、“丹青竞秀、笔墨飘香”师
生书画展评等。

课程建设满足多元个性需求

学校整体建构了具有校本特色的基础
性、拓展性、研究性艺术课程体系。

学校根据艺术课程标准的指导要求，对
音乐、美术学科中与生活紧密联系的内容进
行提炼整合，从“艺术与社会生活”“艺术与
文化生活”“艺术与精神生活”“艺术与自然
生活”四方面开发基础课程的生活化艺术教
育案例。学科组每两周举办一次教研活动，

每学期邀请专家、骨干教师共同研讨，汇编
成“基础课程生活化实施艺术案例集”。

拓展性课程分必修、选修两类。必修
课程包括人文故事、作品欣赏、初识乐器、
工艺体验等四大类，按年级形成128个主
题。选修课程包括设计生活、舞动童年、符
合象征、生命节奏、色彩人生、琴韵飞梦等
六大类21小类，共开设服装设计、巧手编
发等129个生活化艺术类社团。

研究课程按制定目标、细化主题、确定
课时、聚焦实施、定期表彰五个环节有序进
行，学校已研究开发丹剧、管弦乐、掐丝珐
琅等内容。同时，学校开发了艺术护航数
字平台，在校园网、公众号等开设课程基地
专栏。每月一次的校家社生活化艺术活动
简报，成为学校美育行动的窗口，吸引师
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参与互动。

探索路径融通的实践样态

学校通过四大举措促进学生艺术素养
进阶，培养“向美小先生”。一是创建知美、
鉴美、探美、创美的“四美”课堂，让“人人为
师、个个向学”成为课堂新样态；二是拉长

艺培时间轴，设置长短课，做到每日一训、
每月一展；三是鼓励学生从兴趣小组走向
校级社团，再到学校俱乐部，实现层次进
阶；四是利用抖音平台、朋朋电视台定期开
展“小先生讲台”“小陶子舞台”活动。

学校采取“校内挖潜+校外共享”的方
式加强师资建设，坚持“统一培训+分层提
升”的思路提高教师素养。目前全校拥有
艺术专职教师31名，同时聘请26名校外专
业教师为学校艺培辅导教师。同时，学校
整合校内资源、家长资源、地方资源，引入
艺术插花、手磨咖啡、非遗剪纸等项目，丰
富了艺术活动实践样态。

此外，学校创新评价机制，通过“向美
小先生”评价、“艺术小陶子”积星争章、校
园吉尼斯竞赛、艺海足迹电子档案等多种
评价激励方式，让学生客观、公正地认识自
我。

自开展“生活化艺术浸润行动”以来，
学校美育实施水平显著提升，学生艺术素
养明显提高，学校文艺会演连续11年荣获
丹阳市、镇江市第一名，百余名学生在省级
比赛中获奖，师生美术作品走出国门。在元
旦、国庆节等节假日前后，学校各类艺术团
队走向社区，或汇报演出，或与居民小区合
作展演，与社区文化融为一体。在丹阳市中
小学艺术素养普测中，新区实验小学学生艺
术素养指标位于全市前列。目前，学校的

“生活化艺术浸润行动”已成为江苏省教育
厅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建设项目。

（作者马明辉、陆志才单位系江苏省丹
阳市新区实验小学，王文忠单位系江苏省丹
阳市教育学会）

江苏省丹阳市新区实验小学：

生活化艺术浸润行动提升艺术素养

以身心健康为突破点强化“五育”并举
钟秉枢

今年9月新学期，北京、天津、江苏、
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等地陆续出台
政策，将课间休息10分钟延长至15分
钟，引导师生走出教室、走向户外、走到
阳光下。江苏、安徽等省推出全省每天
一节体育与健康课的举措，旨在落实每
天一小时以上的体育锻炼时间。

“课间从10分钟到15分钟，虽然
是个‘小切口’、具体的小问题，但它
延展了‘五育’的形式和内容，体现
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育人导向。”9
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教育部专
场解读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新闻发
布会上，教育部负责人如是说。

在这次会上，教育部负责人表示，
要让“健康第一”理念落细落地，实施学
生体质强健计划、心理健康促进行动，
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
不低于两小时。要让孩子多见阳光，在
阳光下多奔跑、多运动、多呼吸新鲜空
气，让他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在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系统
性跃升和质变中，学生的理想信念、
道德品质、知识智力、身体和心理素
质等各方面的培养缺一不可。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青
少年健康成长，多次就青少年体育锻
炼作出指示。中共教育部党组2024年
9月在《求是》上刊发文章《着力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明确
要求“以身心健康为突破点强化五育
并举，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
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

新时代学校体育围绕“教会、勤练、
常赛”的要求，通过学生动、玩、跑、拼、
赛这些显性体育活动的“小切口”，使学
生掌握运动技能，增长体育与健康知
识，提高运动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坚定
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养成健康行
为、塑造体育品德、培养奋斗精神、提升
综合素质，持续推进“学生心理健康促
进行动”“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美育浸
润行动”“劳动习惯养成计划”和“科学
教育促进行动”，从实际行动上以身心
健康为突破点强化“五育”并举。

动出灵性：
善于动脑，以体育智

研究表明，动起来能促使大脑“神
经形成”：每次肌肉收缩或放松都会释
放出IGF-1蛋白质，穿过血脑屏障进入
大脑，衍生出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大
脑神经细胞开始生长、结合并以新方式
彼此联系，神经元数量增长，动起来能
强化大脑的“执行功能”：运动导致额叶
体积增大，使大脑结构发生变化，神经
联系多样化和复杂化。运动会改善大
脑的认知功能：注意力集中、分配和抗
干扰能力，信息加工速度和灵活性等得
到增强。运动还会让大脑得到足够的
氧气供给。研究证明，学龄前运动量不
足的学生上学以后可能因脑力跟不上，
出现学习困难。长期坚持体育运动者，
其创造力及各项能力的总体水平高于
不爱运动的人。经常参加体育运动的
人，智商明显高于未参加或极少参加运
动的人。让学生动起来、动出灵性，以

体育智，能有效助力“科学教育促进行
动”的实施，提升学生科技创新思维和
实践能力。

玩出个性：
富于表达，以体载美

玩既是激情的一部分，其本身也是
一种内在动机。哈佛大学教授托尼·瓦
格纳曾言：“无论是童年时期探索世界，
还是作为成年人，作为一个科学家或者
数学家，寻找新的可能性、新的思路，这
些是人类的最高形式的表达，全部都是
从玩耍的初心开始的。”参与体育就是
参与到玩耍之中，不论是个人单项运动
还是多人集体项目，运动水平的高低、
素质修养的好坏、人格魅力的大小，都
需要在玩耍的竞争中通过自己的情绪
体现出来，树立正确的身体意识和自我
意识，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肢体动作，提
高学生自我认知、自我教育、自我发展
和自我展示的能力，通过自己的喜怒哀
乐，展示出人的独立、自主的本质力量，
以个性优势、活力自信获得社会价值。
在北大形体课上，体育教师要求学生抬
头、挺胸、目视前方。十几节课下来，一
名学生写道：“抬起头，目光便投向了前
方，看前面就会常有希望于心间，不悲
观不气馁，此为自信。挺起胸，把肩上
的重负放一放，轻松上阵，游刃有余，此
为自信。也许你并不是最完美的，不过
拥有了自信，就会使你变得更有吸引
力。”让学生玩起来，玩出个性，以体载
美，能助力“美育浸润行动”的落实，提
高学生审美素养。

跑出韧性：
勇于进取，以体强身

研究表明，跑起来能促进身体分泌
“愉快荷尔蒙”内啡肽。经常跑步，在不
断超越自我极限、咬牙再多跑100米后
得到的快感就源自内啡肽的作用，这是
运动给人良好感觉的物质基础。运动
如果没有成为习惯，对促进内啡肽分泌
的作用不大。只有不断重复运动这种

行为，让其内化成自愿、自然的习惯时，
内啡肽才会分泌。我国著名长跑运动
员王军霞曾言：“很多人说长跑枯燥，可
我看重的是每一次超越，每次训练超越
上一次。跑步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是在
唱歌的，享受这个过程。”可见，跑起来
让人变得更坚韧。学生在跑起来的过
程中，培养了勇于进取、坚忍不拔、挑战
自我的精神，学会了调节和控制节奏、
情感，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学会了体
谅与宽容，理解与互让。研究表明，擅
长体育运动的学生更善于为人处世，他
们乐于奉献，更易融入社会，更有韧
性。跑起来，跑出韧性，以体强身，能助
力“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实施，有效控
制近视率和肥胖率。

拼出血性：
甘于奉献，以体助劳

研究表明，当人们有强烈的欲望去
完成某件事情、做出某种行为，拼起来
时，大脑就会分泌大量“欲望激素”多巴
胺，作用于大脑的奖赏系统，让你选择
能得到更多奖励的行为，驱使你继续追

求欲望，在拼的过程中带来快乐、愉悦和满
足。参与运动让人拼起来，绞尽脑汁战胜
对手，追逐成功的喜悦；千方百计克服困
难，避免失败的痛苦；想方设法超越自己，
挑战身体的极限。这一过程不仅培养学生
拼搏、奉献精神，而且对学生精准动作、强
壮体格、开阔视野、快速决策的要求比其他
情境下的要求更高，强烈的竞争意识、创造
力才能被激发出来，血性油然而生。拼起
来，拼出血性，以体助劳，能助力“劳动习惯
养成计划”的实施，提升学生动手能力和解
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赛出德性：
敢于担当，以体育心

体育比赛是规则限制下的人类竞技，
可以有效加速社会意识的形成过程。研究
表明，赛起来可以提高大脑中“情绪调节
剂”血清素的水平，让人清醒、理智，帮人放
松心情、缓解焦虑、改善情绪。优秀运动员
多具有情绪稳定、低神经质、低掩饰性、高
随和性、偏外向、善交际、活跃、开朗的人格
特征，具有低焦虑、低紧张、低抑郁、低困
惑、低气愤、低疲劳、高活力的心境状态。
这些特征和状态是在无数次的比赛中锻造
出来的。学生面对比赛中不可避免的成功
和失败、得意和挫折、赞美与批评，逐步学
会了调控情绪，以平常心对待之；学会了面
对挫折屡败屡战，面对胜利从零开始，面对
不公冷静理智，在一次次的获胜中体验成
功，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感悟挫折，提高了心
理调控能力和道德水准。赛起来，赛出德
性，以体育心，能助力“学生心理健康促进
行动”的实施，增强学生心理健康素质。

“学、练、赛”一体化的学校体育，
践行“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对于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
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现以体育智、以体育
心具有的独特功能，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
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
志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学校体育恰是新
时代最具有高品牌价值的“大思政课”。

（作者系首都体育学院原校长、义务
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修订组组长）

美育浸润·我们在行动④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实验小学龙山
校区，学生在课间参与夹球小跳蛙户外
体育游戏。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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