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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远古生命起源之谜
胡博综

（
六
）
奠
定
了
中
国
古
鱼
类
学
研
究
国
际
学
术

地
位
的
张
弥
曼
，
如
今
朝
着
鲜
有
人
关
注
的
方
向

—
—
新
生
代
鲤
科
鱼
化
石
，
发
起
新
挑
战
。
历
经
六

十
多
年
风
风
雨
雨
，
投
身
科
学
研
究
的
初
衷
从
未
改

变
。
张
弥
曼
希
望
能
尽
力
报
效
祖
国
，
为
下
一
代
研

究
者
奠
定
坚
实
基
础
。

（
二
）
一
九
五
三
年
，
响
应
﹃
地
质
报
国
﹄
的
号

召
，
十
七
岁
的
张
弥
曼
成
为
一
名
地
质
专
业
大
学

生
，
留
学
归
来
后
进
入
中
国
科
学
院
工
作
。
年
轻
的

她
为
寻
找
化
石
，
常
用
一
根
扁
担
挑
着
锤
子
、
胶
水
、

化
石
纸
和
被
子
，
在
荒
山
野
岭
间
跋
涉
。
工
作
虽

苦
，
但
她
心
中
洋
溢
着
发
现
化
石
的
喜
悦
。

（
三
）
一
九
八
〇
年
，
张
弥
曼
赴
瑞
典
访
学
，
运

用
﹃
连
续
磨
片
法
﹄
对
全
新
的
﹃
杨
氏
鱼
﹄
化
石
展
开

研
究
。
她
惊
奇
地
发
现
﹃
杨
氏
鱼
﹄
和
若
干
种
总
鳍

鱼
类
化
石
，
都
没
有
内
鼻
孔
。
当
时
国
际
学
界
普
遍

认
为
，
总
鳍
鱼
类
是
陆
地
四
足
动
物
的
祖
先
，
拥
有

内
鼻
孔
则
是
其
﹃
登
陆
﹄
时
能
够
呼
吸
的
前
提
。

（
四
）
张
弥
曼
的
研
究
逐
渐
得
到
国
际
学
界
普

遍
认
同
。
一
九
九
二
年
，
她
当
选
国
际
古
生
物
协
会

主
席
。
二
〇
一
八
年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授
予
张

弥
曼
﹃
世
界
杰
出
女
科
学
家
奖
﹄
，
表
彰
她
﹃
开
创
性

的
工
作
为
水
生
脊
椎
动
物
向
陆
地
演
化
提
供
了
化

石
证
据
﹄
。
这
是
世
界
古
生
物
学
界
首
次
获
此
殊
荣
。

（
五
）
泥
盆
纪
总
鳍
鱼
类
研
究
成
为
﹃
学
术
金

矿
﹄
之
际
，
张
弥
曼
却
把
相
关
工
作
移
交
给
学
生
，
支

持
青
年
学
者
在
国
际
学
界
崭
露
头
角
。
二
〇
二
二

年
，
学
生
朱
敏
带
领
团
队
在
重
庆
、
贵
州
等
地
发
现

两
个
化
石
库
，
填
补
了
﹃
从
鱼
到
人
﹄
演
化
史
上
缺
失

的
最
初
始
环
节
，
吸
引
了
社
会
各
界
广
泛
关
注
。

版式设计：蔡华伟

（
一
）
人
类
是
如
何
演
化
而
来
的
？
在
北
京
的

中
国
古
动
物
馆
，
陈
列
着
一
个
蜡
质
模
型
。
这
个

距
今
四
亿
多
年
的
中
国
﹃
杨
氏
鱼
﹄
头
骨
模
型
，
见
证

着
中
国
科
学
院
古
脊
椎
动
物
与
古
人
类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张
弥
曼
有
关
四
足
动
物
起
源
的
一
项
开
创
性

研
究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增强美育熏陶，在全面发

展素质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学校美育牢牢

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托艺术课程建设，在新时代育人

工作中取得突破性进展。

完善学校美育体系

经过近十年努力，美育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全

过程。据教育部统计，目前 99.8%的义务教育学校按照国家

课程设置方案开齐开足美术课；全国基础教育阶段美育教师

人数由 2012 年的 60.4 万人，增至 2021 年的 90.8 万人。学校

美育改变了过去短板多、破题难的状况，形成了较为完整的

学校美育体系。

艺术课程是学校美育的载体。如今，艺术课程设置、课

程目标制定、艺术实践活动开展、教材案例编写研究等，都更

加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比如，书法被纳

入中小学教育，成为传统文化艺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

培养学生书写能力、审美感知力和文化品位；中国画与工艺

美术等传统艺术，也被纳入美育课程。学校美育不仅注重突

出中华美育精神、民族审美特质，还注重学科融合，篆刻、木

版年画乃至中华美食文化等正有机融入美术课。在高等教

育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旨在弘扬中华美育精

神的公共艺术课程，成为高校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教材方

面，以美术学科为例，现行各版本高中教材均编写有中国书

画、工艺模块分册，高中美术鉴赏必修模块与义务教育美术

教材中，书画艺术、民间美术、中华文化遗产等占据主要部

分。综合艺术课程广泛利用艺术资源开展美育，案例丰富多

元，如“‘山外有山’水拓画案例”以传统山水画为课程资源，

“五育融合视角下‘岭南园林’项目式案例”旨在传承园林艺

术，“文昌灰塑艺术实践工作坊”则有意识引入当地非物质文

化遗产。这些案例均重在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精彩纷呈。

围绕艺术课程体系建设，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导

向的艺术实践活动高潮迭起。全国大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已分别开展 6 届。“高雅艺术进校园”累计开展专家讲学、

作品展览等美育实践活动 1.5 万余场，惠及 2000 余所高校的

千万学生。各地高校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106
个，传承项目包括书法、剪纸、刺绣等 93 种。中小学建设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 3369 所，传承项目包括书法、皮

影、年画、泥塑等 4932 项。注重艺术体验的实践活动，提升

了校园文化品位，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达到了“润物无声、

育人无形”的效果。

近年来，高校师生发挥专业和研究优势，为推动学校美

育发挥了积极作用。

“美育浸润行动计划”自 2019 年教育部启动实施以来，

充分发挥高校人才资源优势，探索建立高校支持中小学美育

协同发展机制，为本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

区、贫困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提供持续性的定向精准帮扶

和志愿服务，有效支持中小学美育课程教学、社团活动、校园

文化建设、教师培训。该计划支持的 20 所试点高校，现已为

18 个省区市的农村中小学提供志愿服务，让农村学生享受

公平优质的艺术教育。

由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

艺术委员会支持的“蒲公英行动”，同样硕果累累。由首都师

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广州美术学院等 12 所高校的美术师

范专业志愿者组成的团队，持续 20 年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

区开展美育支教，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工艺与文化转化为

美育课程资源，并利用定格动画、图画书创作、超轻黏土捏

塑、校园文化设计、立体书等现代美育方式，构建新型学校美

育课程，培养美育师资，惠及近百所学校师生。

促进校本课程联动

为打造特色美育课程和实践品牌，形成“一校一品”“一

校多品”新局面，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

成为具有社会、人文等多重内涵的创新举措。

湖南长沙窑是唐代南方规模巨大的青瓷窑场之一、釉下

彩的创烧地，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玩泥巴”亦符合儿童探

索求知的天性。为此，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泰禹小学作为

“传统文化实验校”，着力进行以陶艺为特色的校本课程开发

研究。学校成立了陶艺工作坊，增配“泥吧”。孩子们不仅爱

上“泥吧”，他们手捏的《恐龙家族》《生肖系列》等作品，也入

驻学校“禹点美术馆”。仙居花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皤滩乡中心小学，将针刺无骨花灯

这一特色传统手工艺引入学校社团，成立花灯工作室，开发

“点亮心灯”校本化课程，每周邀请非遗传承人为学生传授技

艺，既丰富了美育课程，又传承了家乡的优秀文化。

自主研发具有本地特色的优质校本课程，已在各地中小

学掀起热潮，其意义逐步凸显。发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资源，抢救濒临失传或被当地人忽视、遗忘的传统手工艺，

有助于青少年增强文化意识，坚定文化自信。在文化研究、

文化解读、文化梳理的基础上活化美术课程，可以有效改善

长期以来美术课程在中小学处于边缘学科的状况。实现区

域乃至全国中小学美育优质校本课程联动，并在此基础上建

立交流平台和资源智库，能够让教师在进行课程设计和实践

教学时，有学习、有对话、有参照、有借鉴，同时实现个人智

慧、学校智慧的快速分享……丰富多彩的校本化实践，让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得到更为全面的发挥。

学校美育之路越拓越宽。借鉴各国有益经验，借助跨学

科式、主题式、议题式、单元式、项目式等课程设计方法，推广

“校园博物馆+”理念，拓展馆校合作模式，发挥“做中学”的

优势，正不断延展特色美育教学路径，助力学校美育发展。

重在“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新时代学校美育，必

将牢牢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涵养美好心灵。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术委员会主任）

学
校
美
育

—
扎
根
文
化
沃
土

涵
养
美
好
心
灵

尹
少
淳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泰禹小学的

学生，在“爱上泥吧”陶艺课上，学习长沙

本土铜官窑历史，快乐体验陶艺，用心捏

制作品。

肖 弋供图

▶在四川省绵竹市职业中专学校

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合作成立

的美育创作实践基地中，该校学生通过

非遗美育课程，学习绵竹木版年画的拓

版技艺。

冯恩旭供图

▼油画《重庆美术半岛远眺》，作者陈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