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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艺术教育传承与创新 
 

——中国艺术教育创新发展高峰论坛综述 
 

本报记者   侯丽  
 

  11月 9日至 11日，由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电视协会联合主办的“2010中国艺术教育创
新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以“传承与创新，推动中国艺术教育品牌化发展”为主题，

300多名艺术教育工作者就有关中国艺术教育发展的诸多问题展开了讨论。 
  艺术教育在传承中创新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说：“大力加强艺术教育，是当前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要把艺术教育放在学校教育中更加重要的位置，以健康向上的艺术活动为载体，通过丰富多彩的

艺术教育感染学生、激发学生、塑造学生，努力让广大青少年成为艺术教育的受益者，促进学生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2002 年教育部印发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 年）》，《规划》实施 10 年
来，我国学校艺术教育取得了丰硕成果。教育部举办了三届全国中小学艺术展演和全国大学生艺

术展演活动，中国教育学会等单位推出了“魅力校园”全国校园春节联欢晚会、全国儿童艺术展

演等活动。中国舞蹈家协会也举办了“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这些活动的举办调动了广

大艺术教育工作者的参与热情，成为艺术教育成果展示的重要平台和窗口，推动了艺术教育的创

新和发展。 
  对于这些年艺术教育的成就，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说：课堂教学改革不断深化，

教学质量显著提高；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校园文化呈现崭新面貌；艺术活动面向全体学生的理念

进一步确立，艺术教育活动逐步规范，育人效果显著；校园文化建设受到普遍重视，为青少年健

康成长营造了良好的环境等，都是非常显著的成就。 
  谈松华认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我国艺术教育科学发展，并以艺术教育为突破口

推动学校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一道迫切需要解答的时代命题。为此，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

电视协会在成功举办多届全国校园文化建设创新论坛之后，首次提出‘推动艺术教育品牌化发

展’，希望能够整合更多的优质资源，让本届论坛从形式、内容上做出新意，带给广大艺术教育

工作者与众不同的体验。” 
  艺术教育是 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教育部提出了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艺术教育已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国教育电视协会会长宋成栋说，从学校来说，首先体现在活跃的校园文化生活，一个学校不能

没有歌声、没有舞蹈，死气沉沉，师生应该在艺术氛围中快乐成长。另外，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

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缺少艺术素养，也算不上全面发展的人才。“再者，艺术教育能

开发人的心智，对培养、提高学生的智力和创新精神很有好处。他不一定成为艺术家，但他可以

成为素质更全面的领导人、科学家。因此，我们已经举办了十届‘魅力校园’全国校园春节晚会，

希望能促进学校对艺术人才的培养。” 
  郑州市第十四中学前不久刚被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授予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艺术教育

独具特色。该校校长原永明以“用艺术之光诠释校园”为主题提出了加强基层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他说：“学校不仅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开展艺术课程，并且运用于教育教学。校园集体舞、校

园健美操、艺术欣赏、艺术体操等项目课程的开发，不仅让学生艺术欣赏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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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演和竞技上，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来自英国的教育专家介绍说，在英国上小学，每天 9节课，每节课 35分钟，虽然也不轻松，
但学校安排了大量体育运动和艺术课程的时间，有很多音乐、美术课程供学生自选，课后作业不

多。据了解，西方学校的基础教育内容，除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知识外，有很大比例是情感教育、

美学教育和艺术教育，而这些正是一个学生在形成健全人格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直视弊端，提供广阔舞台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魅力校园”历届校园春晚主持人鞠萍以 20多年主持少儿节目的经
验，从艺术教师如何与孩子沟通，如何编排孩子们喜欢、观众们爱看的节目等角度给出了独到见

解。 
  她认为，历届校园春晚的确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校艺术人才的培养、选拔，展示了一些学

校艺术教育的成果和风彩。“但我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舞蹈展示太多，其他方面的才艺展示太

少。学校的艺教展示应该涉及到方方面面。像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其特色是行进中的管乐团，

世博会、亚运会、奥运会都有他们的身影。另外，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许多电视台较少关注学

生们的才艺展示。为了弥补这种缺失，今年 12 月重新改版的《大风车》特设了《风车大舞台》
栏目，希望可以展示小学生的才艺。” 
  针对目前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限制性因素，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张继

钢却认为，“限制是天才的磨刀石”。他说：“在艺术界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说创作不够自由，

特别期待着绝对自由的创作状态。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自由

肯定不是一个艺术大家的摇篮。古往今来，军事领域从来就是文艺创作的沃土，因为军事领域要

面对着生与死、爱与恨、情与理、正义与邪恶、胜利与失败等许多极端的限制条件，所以才会在

人性的极端、在人类灵魂的极致上呐喊。他说，“文化艺术天才都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人”，并以此

激励业界的文艺创作者。 
  舞蹈编导申香认为，艺术教育应该给孩子一个“骄傲的童年”。她说，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

是一个无处不创新的时代，舞蹈艺术更应该反应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更应该表现今天孩子

们幸福的生活和向往。我们现在应该多花时间在各门类的艺术知识中吸收借鉴先进的艺术思维，

例如动画片、电影、游乐场、甚至是麦当劳、欢乐谷这些孩子们日常生活经常接触到的事物，如

果能运用动画片的艺术构思，舞蹈的动作表现，用真实情感刻画，这样的作品更能吸引观众。 
  另外，申香特别强调要摒弃急功近利的艺术教育思想，“多彩的童年生活总有唱不完的歌声

和舞不完的快乐，对于少儿舞蹈教师来说，不是去收获多少奖杯和证书，而是应该挖掘孩子们的

真实生活状态，多让孩子们体验成功的滋味，鼓励他们快乐地学习和跳舞”。 
  然而，也有专家指出，在一些校园文化活动举办得有声有色的同时，一些动机不纯的活动正

大行其道，混淆视听，难令学校辨其真伪，希望业内能对此加以规范，不要误导学校和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