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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esthetic education in schools in the new era advocates that aesthetic education should return to real practice, so that students can 
experience, enrich and perfect and internalize their aesthetic accomplishment and core quality in practice,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new people in the era.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educational perspective of “autonomy·cultivating Yuan” is a research topic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rtistic 
consciousness based on “independent learners with a big art education view”. Including focusing on “independent learning power”, 
carrying out characteristic art activities; Inheriting excellent culture and exploring new mode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Perfect school 
infrastructure and create aesthetic education situa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diversified aesthetic ability and cultivate students’ 
personality, they can become qualified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of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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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培元”教育视域下新时代小学美育的实施路径
孟宇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分校，中国·江苏 苏州 215000

摘� 要

新时代学校美育倡导美育应回归真实的实践中，使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充实和完善并内化为个人的审美修养和核心素养，
对于塑造时代新人有着重要的作用。“自主·培元” 教育视域下新时代小学美育的实施路径，是学校立足“具有大艺术
教育观的自主学习者”的基础上，促进学生艺术自觉性发展的一项研究课题。包括聚焦“自主学习力”，开展特色艺术活
动；传承优秀文化，探索美育新模式；完善学校基础设施，创设美育情境。进而提升学生多元化的审美能力，同时培养学
生的个性，使之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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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美育工作的意见》，该意见

进一步指出，美是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美育是

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

新意识的教育，能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

发创新创造活动。新时代学校美育倡导美育应回归真实的实

践中，使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充实和完善并内化为个人的审

美修养和核心素养，对于塑造时代新人有着重要的作用。“自

主·培元”教育视域下新时代小学美育的实施路径包括：聚

焦“自主学习力”，开展特色艺术活动；传承优秀文化，探

索美育新模式；完善学校基础设施，创设美育情境。

2�“自主·培元”教育视域下新时代小学加
强美育的必要性

“我们的孩子不能只是学科知识的复制者，而应该是

有灵动生命的生活者。”“让每个孩子成为心智自由的学习

者。”在这个复杂、变动不羁的时代，每个教育者都有自己

的神圣使命、理想和追求。我们希望自己所教的每一个孩子，

都能拥有最自由、高贵、有趣的灵魂和主宰未来的智慧和勇

气。这样的追求促使我们不断默默思考、创新、开拓 [1]。

2022 年版《艺术课程标准》确定艺术课程四大核心素

养为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和文化理解。它们将艺

术课程的实践性、综合性和创新性摆在了更明显的位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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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艺术学科教学中设计出鲜活、富有挑战性的实践活动，

让学习过程变得更加自主热情而富有创意呢？开发多元化

的艺术实践活动，创设真实自由的学习情境，无疑是促进艺

术核心素养的落地、落实的最佳途径之一。

3�“自主·培元”教育视域下新时代小学加
强美育的实施路径

“自主·培元”教育的核心理念是“自我驱动，核心素养，

关键能力。21 世纪以来，我国教育部门十分重视对青少年

审美能力的培养，希望青少年能够感悟人生哲理、提高审美

素养、培养爱国情怀。因此，“自主·培元”教育视域下新

时代学校美育活动的积极开展极具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下面以平江教育集团平江实验学校美育建设为例，谈

谈“自主·培元”教育视域下新时代小学美育的实施路径。

3.1�聚焦“自主学习力”，开展特色艺术活动
现代社会生产过程日益智能化及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挑

战，社会急需具有创新性的人才。具有创新性的人，既具有

相应的知识技能，又具有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竞争意识与

合作精神；既有敏锐的观察力与丰富的想象力，又有独立的

人格和健康的个性心理品质。先进知识的不断吸纳、内化是

不断创新的源泉，只会死记硬背，缺乏主动学习精神的人是

难以成为创新型人才的。自主学习力的培养，有利于培养学

习者的独立人格和良好的心理品质。拥有自主学习力是培养

创新型人才的途径和保证，只有具备自主学习力，终身学习

能力的人才能为社会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自主学习是素质

教育的核心。素质教育就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其宗旨是

使人们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健体、学会生活、学会生存，

培养学生的学习意识、习惯、能力和方法是实施素质教育的

核心任务。

3.1.1 活动目标
为了全面培养学生艺术核心素养，让全校师生在校园

音乐的浸润中拓展视野、愉悦身心。银杏·清韵小舞台是平

江实验学校立足“具有大艺术教育观”的基础上，促进学生

美育自觉性发展的一项研究课题。自觉性包括学生有浓厚的

学习兴趣，掌握学习原理方法，能够坚持学习，做到自动、

自控。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是在自己的兴趣中主动地，

积极地学习的，在学习中掌握多种学习的技能、方法。学生

不仅要对自己作出正确、客观的评价，还要对自己的行为进

行激励、调节，形成健康的心理品质。

在这项活动中，学生树立的是信念，陶冶的是情操，

铸造的是品格，升华的是心灵。学生学会了做事、共处、交流、

融合、合作与共赢及吸纳与优化。

3.1.2 活动过程
从 2023 年 3 月至 12 月，在这大半年，平江实验学校

音乐组老师们通过宣传、招募、分年级、分班级、分艺术类

别的，带领全体学生在全校开展“银杏·清韵小舞台”的艺

术自主实践活动。活动分四步完成：①学生代表全校宣讲，

营造氛围，激发兴趣；②学生自主申报，自由组合，遴选艺

术类别；③学生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主持，自己发动，形成

艺术实践场域；④全面推广宣讲，分班观摩实践活动，公众

号视频号推送。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在老师指导下，学生、家长共同

参与下，形成了由学生自主创设的“器乐音乐会”“民族音

乐会”“迎新才艺秀”等艺术实践活动。

学校有效整合教学资源。学生家长教师人员整合、课

内外艺术资源整合、多学科整合（音乐 + 语文 + 舞蹈 + 影视），

全面提升自主能力。

3.1.3 活动效应
当代美学家杜卫先生从席勒的美育理论出发，提出美

育是一种感性教育。他认为感性教育也是“个性教育”。新

时代学校美育不是强制的，而是建立在学生的积极能动基础

之上的。这是因为审美过程本身要求学生必须是自由的，这

样更容易激发学生在其他的教育活动中不常有的随性、自由

以及创造性。因此，在美学教育的过程中，应激发学生的积

极主动性，促使他们能动地创造美，从独特的体验中培养学

生的“审美”这一基本素养。

在实践过程中发现，整个活动是学生自编自导自演，

自主参与。但对于深层次的自我生长这块还有待思考和完

善。“银杏·清韵小舞台”创建的目的是遵从学生的本性，

强调创作与实践，并鼓励学生在活动过程中保持积极主动、

自主、自觉和批判的意识。激发和促进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让学生体验自我和展示自信；引导学生审美价值观的取向；

引导学生建立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建立持久性和终

身学习的理念；促进他们的社交及情感表达能力、创造力和

挖掘自我潜力的能力；给予学生足够的机会和空间，让学生

展示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并加以巩固和运用。但是，在对银

杏·清韵小舞台定义上是否不应该仅仅只是展示，评价环节

的增设更能使这个“舞台”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不仅能促进

学习的自主性，主观能动性，也许能撬动学校美育特色建设

的一个点。在音乐教学活动中，不要用“标准答案”去束缚

学生。同一个练习，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答案；同一首歌曲，

也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同一首乐曲，更可能有多种

不同的理解。银杏·清韵小舞台是一项艺术实践体验活动，

体验是一种个性化的实践过程，在学生表演中较为注重表演

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表演者需要在表演中发挥自己的想象

力与创造力，结合自己对乐谱、对音乐的理解才能把整个表

演活灵活现地展现给观众。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就需要对学

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进行培养，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挥自

己的想象力，在表演中加入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从而完成

属于自己的表演。

每一场小舞台展示活动中，教师要提前做好评价设计，

采用尊重个别差异与程度差异的评价方式，鼓励每一位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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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介绍自己学习音乐经历、演奏乐曲（舞蹈）创作背景，

你对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允许学生有不同的见解。并在每一

场展示后，让观众学生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比如，最喜

欢哪位同学的展示（台风、演奏技巧、情感表达等）在宽松

和谐的环境气氛中学习展示，交流艺术、心情舒畅，思维活

跃，让每个学生都体验到成功。在整个实践活动中，一方面

教师要积极肯定学生对于音乐独有的审美感知，不断地激发

学生的鉴赏能力、表现能力。另一方面教师不仅要重视舞

台课堂，还应注意音乐与学生的生活以及课外实践的链接，

使学生不仅能够在课堂感受到所学知识中蕴涵的美，还应在

实践中去感知和创造美。教师和学生是收集艺术教育成效数

据的评价主体，也是改善和提升艺术教育质量的价值主体。

横看成岭侧成峰，评价的增设能推动师生从音乐评价的表演

者、被动受测者转变为音乐教育活动中积极探究和改善的行

动者，成为完整意义上的音乐教育主体。让每一位展示的学

生、受众学生从冷漠旁观者成为音乐实践中的自觉行动者。

银杏·清韵小舞台就是艺术实践中的一小部分，这项实践活

动，不仅能够帮助学生牢固音乐、艺术的相关知识，更能丰

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净化学生的心灵，使之成为具有感知美、

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的人。

3.2�传承优秀文化，探索美育新模式
2016 年 9 月，国家公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要求我国学生“具有文化自信，尊重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成

果。”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指出，“中国有坚定的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 5000 多

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因此，可以

聚焦“优秀传统文化与艺术教育”的融合，不断地完善民族

文化传承。

教育的常态机制，为艺术教育植入优秀的文化因素，

这样既可以使优秀文化焕发活力，又可以为学校美育的发展

提供一种新思路，促使学生在此实践过程中深入地了解并

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在这一背景

下，学校开展一系列的本土传承文化活动，培养学生们对于

昆区、评弹的鉴赏力，以及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学校开展戏

剧社团，设置昆曲、评弹等课程，让学生自由选择，并且规

定每周的排练时间以及表演时间，其中优秀的戏剧表演者还

可以参加相关的演出交流和大型比赛。同时，学校地处平江

历史保护街区，周边有昆曲博物馆、评弹博物馆等传统艺术

场馆，学校不定期的组织各年段学生参观、学习、实践。通

过戏曲进校园，学生对于戏曲有了更加直观、感性的体验，

不仅能够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还能真正的发挥

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作用，从而探索出“自主·培元”教育

理念下美育教育的新模式 [2]。

3.3�完善学校基础设施，创设美育情境
完善多媒体基础设施，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这些都

是创设美育情境的基础。首先，学校给予足够的重视，保证

每个班级都有多媒体并都能够正常使用，同时安排维修人员

定期进行检查和维修。其次，要求或培训教师具备使用多媒

体的能力以便教师在进行美术音乐等相关教学时更好地应

用多媒体场景教学，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通过多媒体

的使用，有利于教师采用情境教学等多种新颖的教学方法去

演绎不同的美学，让学生更好地去发现并创造生活中的美。

平江实验学校本身建有一栋专门的艺术楼，包含总计约 8 个

艺术室场，一个公开课教室、一个舞台表演室场、一个报告

厅、4 个化妆间等。而学校本身是七百五十余年的文脉传承

之地，拥有近五百年的大成殿，三块百年静默的古碑、十八

株百年古银杏，学校以大成殿为中轴，分为东西两翼，东翼

为平江书院，西翼为长元学斋（传统文化传习之所），它们

对推动学校文化建设，尤其是美育文化建设起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学校用实景、多媒体的混融模式，给学生创设了无法

复刻的美育环境，为培养学生多元能力，提供了美育底色 [3]。

4�结语

在新时代背景下，更加要重视美育，这不仅符合时代

发展的方向，更符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自主·培

元”教育视域下新时代小学美育的开展对于实现五育并举，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通过特色活动、文化传承、场域设计，进而提升学生多元化

的审美能力。其次，教师还应注意美育与学生的生活以及课

外实践的链接，使学生不仅能够在课堂感受到所学知识中蕴

涵的美，还应在生活中去感知和创造美。在“双减”政策不

断推进的背景下，美育建设更能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净化

学生的心灵，使之成为具有感知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的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同时培养学生的

个性，使之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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