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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

学校。”家庭也是儿童最先接触美、感受美的地方，家庭美育始终伴随

儿童成长。当下，家庭美育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如何帮助孩

子开启人生美的历程？如何打通各类美育资源以助力儿童全面发

展？今天，本版约请家庭美育的实践者、观察者、研究者，从不同角度

探讨家庭美育的新思路，让更多美的种子在家的温暖中茁壮成长。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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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美的摇篮共筑美的摇篮 呵护美的心灵呵护美的心灵

阅读是滋养心灵的重要途径。阅读图画书，

作为开展家庭美育的方式之一，能够让儿童更好

地受到美的启蒙。图画书是由文本和图像构成

的图书。因其读者多以儿童为主，所以在题材内

容上更富有故事性、情节性，形成了特有的艺术

结构和语言。在多姿多彩的图画书中，绘本作为

重要品类之一，更加注重艺术的原创性和个性化

表达，并借助视、听、触创造想象空间，拓展了以

翻页形式展开的连续性叙事和以图像为主的审

美空间。近年来，图画书尤其是原创绘本迅速

发展并受到社会关注，选题和品类更加丰富，艺

术水准不断提升，成为培养孩子审美力的有效

抓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绘本创作的资源宝

库，在创作者的创新转化下，与当代儿童的精神

需求巧妙对接。比如，由郭振媛撰文、朱成梁绘

图的《别让太阳掉下来》，将漆艺、剪纸、版画和刺

绣等民间传统艺术风格融入画面，使朴拙的画风

与幽默风趣的故事融为一体。由考古学者郑岩

撰文、青年插画师李星明绘图的《小石匠：云冈的

故事》，讲述了小石匠跟随老石匠前往山西大同

开凿云冈石窟的故事。作品既有学术支撑，又以

贴近儿童的视角切入，生动展示了中华灿烂文

明。在创作中，越来越多创作者认识到，绘本的

受众是当代儿童，老故事必须有新讲法，才能让

图书没有时代“脱离感”，让孩子没有“隔阂感”。

创作者既要具有世界眼光，也要对传统文化有深

入研究，在传统故事中找到当代入口，才能让绘

本立足当下、放眼未来。

大胆创新艺术形式，原创绘本活力迸发。近

些年，一批青年创作者充分发挥创意，探索创新

艺术语言，使我国绘本类型更加丰富，更好满足

日益增长的家庭美育需求。比如，一些青年创作

者克服交互设计难度大、特殊工艺成本高等问

题，持续深耕互动游戏绘本。这些绘本包含小读

者们喜闻乐见的各类纸上游戏，能够让儿童在阅

读时产生良好的交互体验，激发其探索兴趣。一

些创作者尝试引入各种艺术元素，令绘本面貌一

新。比如向华等人创作的《森林女孩》中，所有角

色、物件和场景都是用普通材料手工制成，并通

过摄影呈现，生动讲述了寻找“美”的故事。还有

一些创作者致力于为孩子营造高品质的视觉审

美和想象空间，像一些作品是创作者在积累了

大量写生和研究素材的基础上创作而成。写实

的画风细致生动，为孩子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

窗口。

美育是审美的教育，也是情感的教育。作为

美育的载体，优秀的绘本一定是美的，是参差多

样的美，是富于变化的美；它也一定是有情的，有

喜怒哀乐的情绪，有对善恶美丑的感受。绘本中

蕴藏的生命的通感和真诚，是滋养孩子成长的涓

涓溪水，源远流长。这种情感表达，并非依托单

纯的“说理”，而是通过美的画面讲述好玩的故

事，让孩子欣然接受其思想内涵。更有许多作品

在单纯有趣的故事背后，呈现人类的大情感、大

情怀，悄然实现“大美”和“大爱”的启蒙。这也是

为何许多绘本只有二三十页，却能同时受到孩子

和家长欢迎的原因。

绘本是一粒孕育幸福的种子，需要家长付出

时间、耐心浇灌，才能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逐渐生

根发芽，让他们从体味书籍之“美”，提升到感悟

生活之“美”。如今，各地亲子图书馆、绘本馆数

量逐渐增多，希望家长用好绘本这把“钥匙”，开

启孩子进入阅读世界的大门，构筑起美好精神

家园。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在亲子阅读中感悟美
杨 忠

家 庭 美 育 是 美 育 体 系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学

校 美 育 和 社 会 美 育 的 重 要

补 充 。 家 庭 美 育 的 有 效 实

施，有助于增进亲子关系，

提升少年儿童的审美素养，

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

创 新 创 造 活 力 。 家 长 则 是

能 否 有 效 实 施 家 庭 美 育 的

决 定 性 因 素 。 在 越 来 越 重

视 少 儿 综 合 素 质 培 养 的 当

下，如何借助美术之力更好

地开展家庭美育？

正确认识美育，培育美

好心灵。如今，不少家长将

儿 童 绘 画 作 为 家 庭 美 育 的

“入门课”，鼓励孩子从小拿

起 画 笔 尽 情 挥 洒 。 但 一 些

家 长 对 绘 画 的 认 识 产 生 误

区，将画得“像”等同于画得

“好”，使孩子与生俱来的创

造力难以施展。应当注意，

美术不只是一门造型艺术，

更 是 一 种 精 神 活 动 。 美 育

的 目 标 并 非 只 是 让 孩 子 们

学 会 画 画 、唱 歌 、跳 舞 等 技

能，而是帮助孩子们感受世

界 ，从 而 增 强 发 现 美 、认 识

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

的综合能力。这样，孩子们

才 能 逐 渐 树 立 正 确 的 审 美

观念，激发想象力和创新意

识，实现全面发展。

增进亲子交流，与孩子一起进步。家长综合素养的

提升，无形中标记着家庭美育的高度。我认识一位江苏

南京的家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她常在假期带着上小

学的女儿外出旅游。继而，孩子对中外古建筑兴趣大增，

不仅画了许多写生作品，还主动学习了解各类建筑风格

特征，讲起来头头是道。为能与孩子更好地交流，家长也

阅读了许多相关图书。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与家长的审

美和人文素养都得到了提升，也让家长走进孩子的内心

深处，更加了解孩子，进而更好地引导孩子健康成长。因

此，家庭美育不仅意味着要在孩子心中播下美的种子，更

意味着家长也需要不断汲取美的养分，与孩子共同成长。

走出一方天地，体察大千世界。我看过许多儿童画，

其中有些令我印象深刻。比如，广西南宁一个 9 岁孩子

创作的《菜市场》。画面构图主次分明，疏密得当，人物姿

态、果蔬种类等各不相同，就连摊主和顾客的对话也被小

画家细心记下。这张严谨的作品从侧面反映了孩子惊人

的观察能力。她是如何具备这种能力的？原来在她 2 岁

时，父母就开始给她读图画书，引导她观察画面。发现她

平时爱画动植物，家长便带她去动植物园，让她用画笔记

录植物，用彩泥塑造动物。在生活的海洋中遨游，使孩子

的观察力和创造力都得到提升。如今，不少家长选择在

闲暇时带孩子走进博物馆、美术馆，让孩子临摹喜欢的作

品，认识中外艺术杰作的特点，了解艺术家的生平。这也

不失为培养孩子感受力和表达力的可行路径。我更鼓励

家长启发孩子观察生活，并以绘画的方式记录自身成长，

这样的方式有助于提高孩子的理解力和思考力，进而培

育创新精神。

营造良好氛围，传递家庭温暖。美育更体现在平凡

日常之中。有的家长和孩子一起动手，用稚嫩的画作装

点家庭空间，耐心倾听孩子对“展览”的看法；有的家长鼓

励孩子坚持“日记画”“记忆画”，将孩子不同成长时期的

画作装订成一本本“画册”，不时与孩子一同回顾、欣赏

……一点一滴的行动，都在无形中增强着孩子的自信心，

丰富着孩子的审美体验，鼓励着他们在艺术的世界里畅

游。家庭美育区别于学校美育、社会美育的关键，正在于

让孩子在沉浸于美的同时，能够享受父母陪伴的爱与温

暖，这种力量将对孩子产生多面、正向、长久的影响。家

庭美育为家长和孩子创造了最具亲和力的互动空间。

家庭是美育的起点，家庭美育对孩子的影响最早。

遵循美育特点，发现、支持、引导孩子的兴趣，培养孩子通

过创作学会艺术表现，学会观察生活，表现健康向上的题

材，从而达到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目的，是每

一位家长的必修课。期待更多家长提高对家庭美育的认

识，充分发挥家庭美育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让孩子们在爱

与美中健康成长。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术委员会原副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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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家庭美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社会

关注，呈现出富有创新性、多样性的时代新貌。

家庭美育的开展与家教家风建设息息相关。家

庭美育的有效实施有助于提升全社会的艺术审

美和人文素养。

家庭美育与时代生活相融互促。良好的家

庭美育能够培养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日新

月 异 的 美 好 生 活 也 为 家 庭 美 育 提 供 了 丰 厚 滋

养。伴随科技进步，家庭美育的方式方法更加多

元。一些父母借助艺术类有声读物，为孩子随时

随地打开“线上博物馆”，这也解决了家长自身艺

术素养不足的难题。一些父母与孩子一起动手，

或创作记录日常生活的“日记画”，或用橡皮泥捏

塑可爱的人物形象，并将过程录制成趣味短视

频，实现家庭美育经验和成果的“云”共享。一些

父母带领孩子走进身边的博物馆、美术馆，或是

共同观看丰富多彩的电视文化节目，使社会资源

服务家庭美育，也让大家庭几代人的生活记忆和

人生经验得以自然流淌、相互交融。这些做法既

使孩子在生活中受到美的熏陶，也为当代家庭美

育提供了新方案，拓展了新空间。

家庭美育观念不断更新，探索实践更加丰

富。近年来，不少美术院校、专业机构更加重视

对家庭美育的学术研究。比如，中央美术学院面

向社会征集了 100 个家庭美育相关问题，邀请高

校、博物馆、美术馆等机构的专家学者答疑解惑，

多方位、多层次地探讨家庭美育的现状与未来。

当下，以“家庭美育”为关键词的研究论文、学术

专著也不断增多。许多研究者建议：家庭美育研

究应当综合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

科理论，加强动态研究，注重总结家庭美育不同

于学校美育、社会美育的特殊规律。在日益活跃

的研究和实践中，做好家庭美育不再只是依靠

家长，而是初步形成了专业指导、多方协作、开放

共享的立体美育网，更多先进理念、优质资源走

入千家万户。

中华美育精神成为家庭美育的鲜明底色。

中国传统艺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中国画、书

法、戏曲等艺术门类都是典型代表。今天，发掘

传统艺术的丰厚内涵，成为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实施家庭美育的重要路径。例如，一些孩子通过

学习中国画，在笔墨挥洒间感知写意之美和创造

之趣；一些孩子通过学习书法，养成平和专注的

心态；一些孩子通过学习戏曲，领悟中国传统文

化蕴含的程式与创新、规律与突破之间的关系。

充分挖掘并传承中国传统艺术蕴藏的美，对培育

青少年健康向上的美好心灵和审美格调具有重

要意义。

家风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开展家庭美育的宝贵资源。诸葛亮

告诫孩子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朱柏庐教育

晚辈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这些都体现着中华民族家庭教育

中的家国情怀和深厚智慧。为孩子诵读相关主

题图画书，讲述古人家风传承的故事，可以帮助

孩子在感悟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同时，涵育良好

道德品行。传统节日期间，引导孩子认识民俗百

态，同样有助于其感受文化之美。比如，春节时，

与孩子一起包饺子、写春联；元宵节时，带孩子一

起做花灯、猜灯谜；中秋节时，和孩子一起吃月

饼、赏月咏月等，不仅可以增进亲子互动，还可以

增强孩子的文化自信。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已成为当代家庭美育的重要内容。

美育是审美教育，更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

育。家庭美育关系着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塑造，也

是做好学校美育、社会美育必不可少的支撑力

量。希望家长更加重视家庭美育，以美育滋养亲

子情感，激发儿童创新能力，培育更多健康、阳光

的美丽心灵。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

在创新传承中发现美
孟繁玮

（
六
）
赵
淳
生
带
领
团
队
研
发
的
六
十
余
种
具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超
声
电
机
及
其
驱
动
器
，
已
应

用
于
航
天
器
、
医
疗
仪
器
、
光
学
系
统
等
高
端
装
备
，

打
破
了
国
外
技
术
垄
断
，
使
我
国
在
该
领
域
跻
身
国

际
前
列
。
如
今
，
八
十
五
岁
的
赵
淳
生
仍
未
停
下
脚

步
，他
希
望
尽
己
所
能
推
动
更
多
科
研
成
果
产
业
化
。

（
一
）
二
〇
二
〇
年
末
，﹃
嫦
娥
五
号
﹄
携
月
球
样

品
安
全
返
回
地
球
。
任
务
的
圆
满
完
成
，
离
不
开
其

搭
载
的
月
球
矿
物
分
析
仪
上
的
两
台
超
声
电
机
。

为
使
超
声
电
机
在
极
端
环
境
下
仍
能
高
效
工
作
，
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教
授
赵
淳
生
及
团
队
付
出
了
大

量
心
血
。

（
二
）
超
声
电
机
是
一
种
新
型
微
特
电
机
，
在
精

密
仪
器
仪
表
、
工
业
控
制
系
统
、
航
空
航
天
等
领
域

应
用
前
景
广
阔
。
二
十
世
纪
九
十
年
代
初
，
在
国
外

访
学
的
赵
淳
生
，
从
一
场
讲
座
中
得
知
超
声
电
机
的

工
作
原
理
和
研
究
进
展
情
况
，
他
敏
锐
意
识
到
超
声

电
机
或
将
为
我
国
科
技
发
展
带
来
强
大
助
力
。

（
三
）﹃
一
定
要
研
制
出
中
国
人
自
己
的
超
声
电

机
！
﹄
当
时
已
年
过
半
百
、
在
激
振
器
领
域
取
得
丰

硕
成
果
的
赵
淳
生
毅
然
转
型
，
开
始
研
究
超
声
电

机
。
他
放
弃
海
外
优
厚
待
遇
回
到
祖
国
，
带
着
三
名

学
生
，
靠
着
一
部
台
式
计
算
机
、
一
台
简
易
打
印
机
，

在
一
间
仅
二
十
平
方
米
的
实
验
室
里
日
夜
奋
战
。

（
四
）
一
九
九
五
年
底
，
仅
用
不
到
十
个
月
，
我

国
首
台
结
构
完
整
、
能
实
际
运
行
的
超
声
电
机
成
功

运
转
。
超
负
荷
工
作
透
支
了
赵
淳
生
的
健
康
。
二

〇
〇
一
年
前
后
，他
因
肺
癌
和
胃
癌
，四
个
月
内
两
次

手
术
、
六
次
化
疗
。
其
间
，
他
坚
持
撰
写
完
成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申
请
书
和
四
份
技
术
专
利
申
请
书
。

（
五
）
二
〇
一
三
年
，
赵
淳
生
团
队
研
发
的
仅
四

十
六
克
、
比
鸡
蛋
还
小
的
超
声
电
机
，
应
用
于
﹃
玉
兔

号
﹄
月
球
车
，
使
﹃
玉
兔
﹄
之
﹃
眼
﹄
—
—
红
外
成
像
光

谱
仪
开
合
自
如
。
这
是
超
声
电
机
在
我
国
航
天
工

程
的
首
次
成
功
尝
试
。
我
国
就
此
成
为
第
二
个
将
超

声
电
机
送
上
太
空
、第
一
个
将
其
送
上
月
球
的
国
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