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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 aesthetic education workst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n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case studies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systematically exploring its empowerment paths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onsolidat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Although social 
aesthetic education workstations are confronted with predicaments such as unbalanced resource allocation,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social cognitive biases, they can enhance the public’s aesthetic literacy, disseminat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omote 
communication of national emotions through paths such as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al populariz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by establishing three major mechanisms: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evaluation feedback. Cultivate civic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identity 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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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美育工作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通过理论分析、案例研究和实证调研，系统探究其赋能路径与机制
创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社会美育工作站虽面临资源配置失衡、专业人才短缺、社会认知偏差等困
境，但可通过文化传承与创新、教育普及、社会互动交流等路径，以及构建协同合作、资源整合、评价反馈三大机制，提
升公众审美素养，传播传统文化，促进民族情感沟通，培养公民意识与国家认同，在民族复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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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

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

个大局”，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

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1]

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家发展战略

中的核心地位，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美育作为教育体系重要部分备受重视。此前，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

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2] 因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

作的意见》的文件，文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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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创新创造活力。”[3] 此后，教育部同

样决定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并出台了相应的指导性

文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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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美育工作站作为创新平台，打破学校美育局限，

整合资源提供多元服务，是多年以来社会美育工作实践的延

续。[5] 通过开展美育活动，激发公众对美的追求，传播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认同与民族自豪感，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文化基础。

国外美育研究起步早、发展成熟，美育渗透于学校、

社区和博物馆等场所，如美国学校艺术课程丰富，社区艺术

培训多样，欧洲多国政府资助社区艺术项目。[6] 国内美育研

究历史悠长，古代孔子“诗教”“乐教”，[7] 近现代蔡元培

“美育救国”，[8] 当代在课程、评价和研究方法上成果显著 [9]。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从多维度深入探

讨并提出实践对策。但现有研究对社会美育工作与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合探讨不足，缺乏系统性研究。本研究

将运用多种方法剖析其作用机制，填补空白。

2 社会美育工作站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现有基础与困境

国家对美育与民族文化发展的高度重视，为社会美育

工作站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2020 年，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

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整合社会美育资源、建立结

对帮扶机制，为工作站联动多方力量指明方向。[10]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社会美育工作站提

供了丰富的资源宝库。56 个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在

音乐、舞蹈、美术等领域展现出独特魅力。工作站通过举办

音乐欣赏会、舞蹈工作坊、美术展览等活动，将这些文化瑰

宝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美育实践，增进公众对各民族文

化的理解与认同。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公众对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

美育市场迎来发展机遇。艺术展览参观人数屡创新高，音乐

会门票供不应求，反映出人们对审美素养提升的迫切需求。

在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潜力，如云

南丽江的推出东巴文化体验活动，涵盖文字书写、绘画创作

等内容，吸引大量游客参与，展现出美育与文化消费融合的

广阔前景。[11]

尽管具备政策、资源与市场优势，社会美育工作站在

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一，资源配置失衡问题尤为突出。

以天津美术学院首批社会美育工作站的分布为例，在地域分

布上，乡村站点占 37%，城市站点则占 63%，乡村城市差

距显著。东部发达地区的站点在半数以上，资金运用相对充

足，而西部偏远地区的站点只占所有站点的 17%，区域差

距显著。[12] 总的看来，在运营的社会美育工作站中，部分

工作站甚至因缺乏基础设备难以开展常规活动；学校与社区

层面，重点学校周边工作站凭借地缘优势，可与学校共享师

资、场地开展高质量活动，而普通社区工作站因沟通不畅，

仅能维持低频次、低影响力的简单活动，导致不同区域居民

美育资源获取不均。

其二，专业人才短缺成为制约工作站发展的核心瓶颈。

美育工作要求从业者兼具艺术素养、教育能力与民族文化知

识。[13] 然而，当前社会美育工作站普遍存在专业人才不足

的问题，部分工作站开展民族文化主题活动时，因缺乏专业

人才，活动流于表面，难以挖掘文化深层价值。此外，受工

作环境、薪酬待遇等因素影响，人才流失严重，骨干人员离

职导致民族艺术传承项目停滞。

其三，社会对美育的认知偏差也阻碍工作站发展。许

多人将美育简单等同于娱乐活动，忽视其在文化传承、价值

观塑造中的重要作用。根据笔者随机调研的 120 名社区居民

中，超 83% 的居民表示无暇或无意参与民族文化艺术活动，

笔者随机调研的 80 名高校学生群体中，这一比例也超过了

60%。这一局限导致社会美育工作站开展的民族文化活动参

与度低，文化传播效果不佳。

3 社会美育工作站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路径探索

社会美育工作站是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以天津美术学院策勒县社会美育工作站为例，可以

通过挖掘维吾尔族等民族文化资源，邀请民间艺人开设刺

绣、木雕、地毯编织等传统技艺培训课程。课程不仅能传授

技艺，更阐释文化内涵，激发年轻人的传承热情。[14]

在文化创新方面，工作站应鼓励将现代艺术理念与传

统民族文化结合。如开展“新时代的民族风情”主题创作活

动，艺术家与居民合作，运用现代绘画技巧展现维吾尔族现

代生活，作品保留传统元素的同时融入现代审美，并通过制

作画册、文创产品广泛传播。此外，工作站可借助现代科技

革新文化传承方式，通过数字化采集非遗项目、传统建筑等，

建立民族文化数字资源库；利用 VR、AR 技术开发沉浸式

体验项目，使公众能身临其境地感受民族传统习俗，吸引民

族地区线上线下参与，显著提升民族文化影响力。

社会美育工作站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成为培育公众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重要阵地。举办艺术展览是重要方式

之一，如天津美术学院策勒县社会美育工作站与策勒县固拉

合玛镇中心小学“驼铃艺社”开展乡村美育指导交流，引导

边疆的孩子们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15] 同时让社会群

众直观感受各民族艺术魅力，深化对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认

知，增强边疆地区民族认同感。

艺术讲座与培训课程同样发挥关键作用。如设立在云

南的美育工作站可定期举办民族音乐讲座，结合讲解与现场

演奏，介绍彝族、傣族音乐文化；开设民族舞蹈、绘画培训

课程，让学员在学习技艺的同时，深入了解民族文化习俗，

为公众提供系统学习民族文化的渠道。

线上美育教育活动则突破时空限制。美育工作站可依

托互联网开展“云端艺术课堂”、线上展览等活动。通过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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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艺术家录制多门类课程，在网络上公开播放，以吸引民众

参加；线上民族文化艺术展览可借助 3D 建模等技术，让观

众随时随地感受民族文化魅力，增强民族团结意识。

社会美育工作站可以通过组织多元活动，搭建民族互

动交流平台。同时，艺术交流活动促进民族艺术家合作创

新。不同民族艺术家相互借鉴技法，将民族文化融入作品，

不仅可推动艺术创新与文化传播，还可促进民族艺术技法的

融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竭动力。[16]

4 社会美育工作站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机制创新

社会美育工作站在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机制

创新上可以围绕协同合作机制创新、资源整合机制创新及评

价反馈机制等方面进行。协同合作机制是工作站实现目标的

关键。其一，与政府合作方面，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调

配提供支持，并协调闲置公共设施作为活动场地，组织专业

人才提供志愿服务，保障工作站有序运行。其二，与学校合

作实现优势互补。天津美术学院策勒县社会美育工作站与当

地学校共建美育课程，共享师资资源，丰富教学内容，提升

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17] 其三，社会组织凭

借灵活性与专业性，成为重要合作伙伴。社会美育工作站可

以和公益组织开展“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项目，负责资金

筹集与项目策划，工作站落实执行，共同挖掘民族文化资源，

举办展览与培训。

资源整合机制为工作站高效运行提供保障。其一，人

力资源上，社会美育工作站与高校合作，如天津美术学院

选派师生参与策勒县工作站教学利用天津美术学院专业的

师资队伍，多学科协调，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8]

其二，物力资源整合注重场地与设备共享。政府可将旧厂房

改造为社会美育工作站场地，同时工作站可与学校、文化机

构合作，共享音乐教室、投影仪等设备，降低运营成本。其三，

财力资源整合依赖多元渠道。政府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培训；工作站还通过合作项目实现创收。文化

资源整合方面，工作站挖掘整理民族文化，编写教材开设课

程，并融入当代艺术展览等现代资源，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

5 结论

本研究运用理论分析、案例研究和实证调研，系统探

究社会美育工作站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与

机制创新。研究显示，社会美育工作站作为创新载体，通过

开展文化艺术活动，提升公众审美素养，传播传统文化，促

进民族情感沟通，培养公民意识与国家认同。路径探索上，

工作站通过文化传承与创新、教育普及、社会互动交流推进

实践，如天津美院策勒县工作站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各地工

作站开展活动提升公众认知。在机制创新方面，构建协同合

作、资源整合、评价反馈三大机制，整合资源，优化流程。

未来，工作站应拓展领域，创新方式，深入挖掘民族文化资

源，加强合作，借鉴国外经验，提升国际影响力，在民族复

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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