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有利于培养创新
意识和高尚情操，一些国家充分挖掘美育资源，家庭、学校、社
会协同发力，在促进美育发展方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在 巴 西 最 大 城 市 圣 保 罗 乘 坐 地

铁 ，仿 佛 穿 行 在 一 座 地 下 美 术 馆 中 。

在图库鲁维站，会与 3 个锥体组成的雕

塑擦肩而过；在圣克鲁斯站搭自动扶

梯下行时，迎面而来的是扶梯上方色

彩斑斓展现圣保罗日常生活的画作；

在孔索拉桑站候车时，抬眼可见长幅

的马赛克拼贴作品“四季”；穿行在布

拉斯站通道时，会被一组泛着光彩的

波浪形钢板装置吸引目光；在苏马雷

站，玻璃上印有 44 幅普通民众肖像，旁

边写着巴西诗人的优美诗句……

圣保罗地铁公司 1968 年成立时，

便有意增加地铁站的艺术氛围，让民

众 得 以 在 正 式 展 馆 之 外 也 能 亲 近 艺

术。上世纪 70 年代，圣保罗地铁布置

了第一件艺术品，随后一些尝试性的

文化活动和艺术展示也收到了民众的

积极反馈。1988 年，圣保罗地铁正式

启动“地铁中的艺术”项目，又在两年

后成立艺术咨询委员会，邀请来自艺

术、建筑和商业等领域的代表，协助挑

选适合安置于地铁站这一公共空间的

艺术作品。目前约 100 件永久性展品

分散在几十个站点。

“接触艺术品，可以使人的情感和

情操得到熏陶，拥有片刻沉思，放慢生

活脚步。”曾邀请艺术家为圣保罗地铁

站创作艺术品的马尔塞洛·弗雷塔斯认

为，艺术品可以为公共空间着色，使其

更柔和，更人性化，同时可以起到美育

作用，激发人们的好奇心、想象力，树立

尊重和保护公共空间的理念。而在巴

西艺术史学家拉达·阿布拉莫看来，“地

铁中的艺术”不仅让人们在观看作品时

得到美的享受，还能把艺术教育潜移默

化地传递给大众，提升人的幸福感。

除了永久性的艺术品展示，圣保罗

地铁站还不时举办文化活动。“文化线”

项目为在地铁站中举办临时展览开辟

了文化空间。“地铁上的诗歌”项目，把

葡萄牙语国家的诗歌带进地铁站，有的

印在墙壁上，有的张贴在电梯门上。而

在圣保罗艺术博物馆站，还设有一个与

博物馆合作的展柜，没有机会进馆参观

的民众，可以借此一窥近期展品。

许多乘客表示，由于不是所有人

都有时间和习惯去美术馆或博物馆，

公共空间展示的艺术品为人们接触艺

术品提供了便利，激发了兴趣。一些

利用科技设备进行互动展示的艺术装

置吸引了各年龄段民众参与，一些民

众还会专门带着孩子前来互动体验。

不只地铁站，整个圣保罗都像是

一个露天美术馆，雕塑和装置作品散

布在街道、广场和公园。

2020 年，第一届纳拉塔国际城市

艺术节在圣保罗举行，来自巴西和世

界各国的艺术家用一组巨幅壁画装点

了数栋建筑。“艺术具有改变人们生活

的力量，希望在共同经历了艰难时刻

后 ，这 些 画 作 能 带 来 一 些 希 望 和 色

彩。”在活动策划者卢安·卡多佐看来，

这是一项为所有人准备的艺术盛宴，

任何路过的人都可以免费欣赏。艺术

家阿莱士·森纳则表示，在城市中创作

如此巨幅作品责任巨大，不仅仅是装

饰作用，而要通过作品展现关爱与慰

藉，用艺术力量鼓舞人心。

这组壁画艺术受到了民众欢迎，

附近居民在窗口观赏，路过的摩托车

骑手鸣笛致意。卡多佐说：“创作壁画

需要楼内所有住户同意，开始抱有疑

虑的人最后都非常喜欢，他们拍下照

片，发到网上，写道‘看我的家多美’。”

巴西——

艺术品为公共空间着色
本报记者 朱东君

在 意 大 利 佛 罗 伦 萨 乌 菲 兹 美 术

馆，众多摄影爱好者和绘画学习者慕

名而来。漫步于此，总能看见不同年

龄段学生的身影，他们或在画作前细

细体味，或实地临摹名画，或就审美感

受交流分享，眼中闪烁着对艺术的热

爱。作为欧洲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

利拥有数不胜数大大小小的美术馆，

艺术几乎触手可及。

孩 子 们 在 浓 郁 的 艺 术 氛 围 中 成

长。幼儿园和小学注重对艺术素养和

动 手 能 力 的 培 养 ，不 仅 开 设 油 画 、泥

塑、拼贴画等入门课程，也鼓励孩子们

用不同的颜料、纸张、日用品和食品进

行创作，表达所见所闻所感。幼儿教

师重视视觉符号在儿童自我表达中的

重要性。“在强调发展儿童审美意识的

同时，需要注意儿童内在的思考和感

受，让他们将艺术作为自我表达的方

式 。”罗 马 小 蜜 蜂 幼 儿 园 教 师 罗 拉

表示。

学校经常将艺术课堂搬到美术馆

和画廊，组织学生实地观摩学习，孩子

们的艺术见解和临摹作品将纳入考核

成绩。不少大型美术馆还设有画室，

专门为孩子们提供绘画教学活动。“艺

术应该是一门实践的学科，绝不能局

限在课堂和课本里。美术教育应该无

处不在。”在意大利教育、大学和科学

研究部前部长洛伦佐·菲奥拉蒙提看

来，意大利的美术教育之所以世界领

先，很大一个原因是，“意大利拥有极

为丰富的公共艺术、博物馆、美术馆等

艺术教育资源，这些是孩子们最好的

‘读本’和‘教具’。”

为实现开放的美术教育，意大利

的很多美术馆、公立博物馆等向少年

儿童免费开放或提供学生票。同时，

意大利政府还面向少年儿童不定期推

出“绘画艺术日”“历史文化活动日”等

相关活动。

“我已经去过博尔盖塞美术馆 20

多回了，里面的藏品依然让我兴致盎

然。”意大利路易斯大学学生安德烈·
切 塞 斯 说 ：“ 身 边 的 同 学 朋 友 和 我 一

样，只要有时间就会去美术馆走走看

看，享受艺术的熏陶，这是我们从小形

成的习惯。无论是老师还是父母，都

会领着我们去美术馆。”

老 师 和 父 母 在 带 着 孩 子 参 观 艺

术 作 品 时 ，通 常 会 引 导 他 们 作 一 番

品 评 ，并 认 真 聆 听 他 们 的 评 价 。“ 尽

管 孩 子 们 的 评 语 天 真 稚 嫩 ，颇 有 些

天 马 行 空 ，但 孩 子 通 过 认 真 观 察 作

品 ，产 生 想 要 主 动 了 解 艺 术 品 的 好

奇 心 ，在 不 断 评 价 中 形 成 对 艺 术 品

的 鉴 赏 力 。”意 大 利 教 育 和 大 学 研 究

部 办 公 室 负 责 人 斯 特 凡 诺·韦 萨 里

认 为 ，“ 孩 子 们 在 参 与 艺 术 活 动 的 快

乐 氛 围 中 感 知 、体 验 、表 达 ，不 仅 能

了 解 丰 富 的 故 事 ，领 悟 多 元 的 艺 术

精 神 ，其 自 主 意 识 、审 美 能 力 都 能 得

到良好的发展。”

意大利——

美术教育绘就多彩童年
本报记者 叶 琦

协同发力协同发力 促进美育促进美育

在 法 国 各 地 大 大 小 小 的 博 物 馆

里，经常会看到孩子们围坐在画作或

雕塑前，聆听老师讲解。通常，学校老

师会利用没有课程的周三下午，和学

生们一起去博物馆、美术馆，感知和探

索艺术之美。

美学教育是法国国民教育的基本

内容之一。学校不仅开设了丰富多样

的系统性美学课程，社会各界也大力

支持，保证青少年平等获得高质量的

文化艺术教育。

作为文化艺术大国，法国的美学教

育传统深厚。1880 年，时任教育部部长

茹费理将绘画、音乐等纳入基础教育课

程，以期实现“让学生们都能接触到美”

的目标。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法国美

学教育进一步制度化、多样化，在 1988
年通过《艺术教学法》，从法律层面重申

艺术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进入新世纪，法国小学、中学和职

业高中设置“艺术与文化项目课程”，

通过小组合作、实地参观、作品呈现等

途径，激发学生艺术创造力，营造良好

的校园艺术氛围。2005 年，法国成立

艺术与文化教育高等委员会，监督学

校文化艺术教育的发展情况，确保美

学教育质量。自 2008 年起，法国小学

将艺术史纳入必修课程，强调借助艺

术作品进行开放式的跨领域学习。法

国教育部认为，确保所有的孩子能够

在义务教育阶段接受美学教育，不仅

有利于青年一代理解艺术、感受美，培

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对促

进文化传承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美学教育是小学和初中的必修课

程，高中阶段学校则会根据具体情况开

设多种选修课。例如，音乐教学从幼儿

园开始一直持续至中学，通过合唱团、

管弦乐训练等增加青少年对艺术作品

的认知能力。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每

周至少有 3 小时的艺术教育课程；在初

中阶段，学生可以获得每周 1 小时的专

业艺术培训；在高中阶段，学生可以根

据个人兴趣选修艺术课程，艺术成绩和

素养也是高中毕业会考的内容之一。

博物馆、艺术中心、剧院等在内的

大量文化艺术机构都同学校保持长期

的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学校的艺术教

育。艺术家走入课堂，组织学生实地

参观、体验艺术作品，学校与艺术机构

的合作，让青少年有机会直接接触艺

术家和丰富的艺术资源。

18 岁以下青少年均可免费参观公

立博物馆和国家历史古迹。法国国家

图书中心、文献中心的大部分艺术资

源向中小学师生免费开放。卢浮宫、

蓬皮杜艺术中心等多家博物馆还开设

了青少年艺术专区，为学生课外艺术

教育提供更多选择。

弗兰克是巴黎第八大学电影艺术

专业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法国的美

学教育注重美育启蒙，培养审美意识，

而不是过分强调学习专业技能。“我到

现在都还记得初中时老师带我们在卢

浮宫欣赏画作的场景，我们席地而坐，

听老师讲里面的人物和故事，之后老

师 还 会 要 求 我 们 对 作 品 进 行 艺 术 讨

论。我也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现自

己对艺术的兴趣，并在高中时确定了

自己的专业方向。”弗兰克说。

在弗兰克看来，把美学教育贯穿

学校教育的全过程，让法国形成了尊

重艺术、尊重创作的良好氛围，进而促

进社会各界对艺术教育的大力支持。

“从小开始的审美教育能增强人们的

感受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和充实

人的精神世界，这将是伴随一生的财

富。”他说。

法国——

美学理念贯穿学校教育
本报记者 刘玲玲

以苏联钢琴家雅科夫·弗利尔命

名的弗利尔儿童音乐学校规模不大，

“藏”在莫斯科西北区域一栋老居民楼

里。地下一层是家长休息室和老师办

公 室 ，地 上 一 层 是 音 乐 教 室 和 音 乐

厅。学校空间不大，不时传出阵阵琴

声，令人心旷神怡。

这所儿童音乐学校是附近很多孩

子接受音乐启蒙的起点。“从普通学校

放学后，孩子们每天下午来我们这里

学音乐，包括乐器演奏、乐理知识还有

合唱。”弗利尔儿童音乐学校弦乐部

主任阿布萨拉莫娃告诉记者，进入音

乐学校的孩子通常是零基础，经过几

年学习，他们中的佼佼者会进入专业

音乐学院，以音乐作为终身职业；但绝

大部分学生在这里学习的主要目的是

接 受 音 乐 熏 陶 ，将 音 乐 作 为 人 生 的

爱好。

据 介 绍 ，几 十 年 来 ，从 这 所 音 乐

学 校 毕 业 的 学 生 超 过 3500 名 ，1/10
左右的毕业生专业从事音乐，大部分

孩 子 则 在 这 里 培 养 了 音 乐 领 悟 力 和

鉴赏力。“孩子们最初学琴时，演奏的

技巧一定要规范，对节奏的感觉也要

从小培养。当然，最重要的是让他们

感受到音乐的美妙，爱上音乐。这会

让 他 们 一 生 受 益 。” 阿 布 萨 拉 莫

娃说。

俄罗斯厚植音乐教育，从幼儿教

育到高等教育，完善系统的音乐教育

模 式 享 誉 世 界 。 遍 布 全 国 的 儿 童 音

乐 学 校 是 俄 罗 斯 音 乐 教 育 的 重 要 一

环。仅在莫斯科，包括音乐学校在内

的儿童艺术学校达 150 所，在校学生

超过 9 万人。这些儿童艺术学校大多

历 史 悠 久 ，拥 有 经 验 丰 富 的 教 师 队

伍，其中不少学校运营经费来自政府

拨款，体现了艺术教育的公益性。比

如 ，弗 利 尔 儿 童 音 乐 学 校 已 建 校 70
年，阿布萨拉莫娃有 30 多年的小提琴

教学经验。与私营教育机构相比，这

里学费相当低廉，普通家庭也能够负

担，入学考试前几名还将获得免费学

习的机会。

莫斯科市立师范大学曾对 105 位

有儿童音乐学校学习经历的人进行调

查。研究报告称，一半以上的调查对

象认为，学习音乐影响了自己的职业

选择。受调查者表示，尽管从事着医

生、飞行员、程序员等与音乐无关的职

业，但自己的生活轨迹深受音乐影响，

他们在音乐学习中培育了刻苦、自律、

忍耐和勤奋等优良品质。阿布萨拉莫

娃表示，由于学习的很多乐曲是俄罗

斯音乐家的作品，学生们由此加深了

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了解。

现在的弗利尔儿童音乐学校修缮

一新，并适应社会需求开设了爵士钢

琴、电吉他、萨克斯等流行音乐专业。

这与近年来俄罗斯着力改善儿童艺术

学校的办学条件有关。俄罗斯文化部

科 学 教 育 司 司 长 埃 尔 玛 科 娃 表 示 ，

1800 所儿童艺术学校正在进行翻修和

改建，同时将根据地方需求购买多种

乐器。俄罗斯政府今年计划投入超过

30 亿卢布（1 元人民币约合 11.76 卢布）

对儿童艺术学校更新升级，改造工作

将持续到 2024 年。

不久前，俄罗斯政府还通过一项

规范儿童艺术学校活动的联邦法律。

法律不仅将这些学校细分为“儿童音

乐学校”“儿童合唱学校”等类型，还对

教学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对学校

的 融 资 、设 备 和 人 员 配 置 进 行 规 范 。

俄罗斯社会普遍认为，有了法律保障，

富有特色的俄罗斯音乐教育将获得更

好的传承和发展。

俄罗斯——

音乐教育模式系统完善
本报记者 殷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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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参观者在法国卢浮宫朗斯分馆欣赏艺

术品。 新华社发

图②：意大利卡皮托里尼博物馆，参观者凝视

雕塑作品。 新华社发

图③：俄罗斯弗利尔儿童音乐学校老师阿布

萨拉莫娃在授课。 本报记者 殷新宇摄

图④：法国一社区的居民举办街头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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