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18年 8月2日 星期四

本版责编 程丽仙 实习编辑 秦丹华 科教·教育
资 讯

E-mail：zgwhb2017@126.com 电话：010-64299631

7 月 21 日，从山东省济南市某舞

蹈大赛的赛场出来，于妍佳几乎要哭

出来了：在刚才的民族舞比赛环节，

她有几个动作没发挥好。妈妈孙静

静在一旁不断安慰，笑着说“真的没

事”。孙静静告诉记者，自己起初让

孩子学舞蹈，是为了让她开眼界，从

未想过要让她拿什么名次。孙静静

的观点，在记者采访的家长中颇具代

表性。记者近期走访发现，山东少儿

艺术教育体系渐趋科学、完善，“唯奖

项是瞻”的功利心理已不是主流。

走出误区 回归理性

孙静静家住济南市历下区，女儿

于妍佳今年 9 岁。“孩子的教育成本占

了家庭支出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也

很注重提高孩子的艺术素养。”孙静

静说，从女儿 4 岁开始，她就为孩子报

名参加了民族舞和钢琴辅导班，每周

两节课，一节课一个半小时，费用是

150 元。“起初我们也有点跟风的意

思，感觉周围的孩子都在学，自家孩

子不学会输在起跑线上。”

然而，孙静静的想法这几年有了

改变。“第一件触动我的事是孩子对

钢琴学习不感兴趣，我很着急，有时

还会责备孩子。”孙静静说，后来通过

多方打听和了解，她认识到包括钢琴

在内的艺术教育，根本目的是陶冶孩

子的情操，培养审美意识，有太多的

功利心反而不好。最终，经过与孩子

沟通，孙静静与女儿达成“和解”：课

外 艺 术 辅 导 班 只 保 留 民 族 舞 一 项 ，

“就是因为孩子喜欢”。

闫伟在淄博市从事艺术培训多

年，培训课程涉及舞蹈、音乐、美术等

多个领域。他认为，近年来，少儿艺

术培训市场正逐渐回归理性。“以前

确实有点‘昏了头’。各种考级、比赛

比比皆是，家长们也带有一定的盲目

情绪，认为孩子来参加培训就一定要

有个‘说法’，要得个名次、拿个证书，

这反过来助长了社会各类机构举办

艺术比赛的势头。”闫伟说，随着社会

对艺术教育认知程度的提高，人们不

再单纯地将艺术培训与功利挂钩，开

始注重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以前

很多家长看重的是孩子拿到了多少

证书，现在更多的是看孩子真正学到

了什么。”

加强引导 促进均等

山东省文化厅文化科技与法规

处处长张钢认为，前些年少儿艺术培

训市场的迅速兴起，与民众收入水平

增长、公益培训供给量无法满足需求

等有直接关系。近年来，各级文化教

育部门已认识到这一问题，并着手加

以引导解决。

2016 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贯彻国办发〔2015〕71 号文件

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 意 见》）印

发 ，明 确 提 出 了 山 东 强 化 美 育 工 作

的两个目标：到 2018 年，按国家部署

要 求 开 齐 开 足 开 好 美 育 课 程 ；以 学

区为单位，配齐音乐、美术等美育课

程 专 职 教 师 ；加 大 美 育 工 作 投 入 力

度，建立美育器材补充机制，美育场

所 和 设 施 器 材 配 备 达 到 标 准 ；到

2020 年 ，初 步 建 立 起 大 中 小 幼 美 育

相互衔接，课堂教学、课外活动、校

园文化、艺术展演四位一体的美育实

施体系。

课程创新是山东强化美育工作

的一个着力点。山东省教育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山东省内的学校美

育课程主要包括音乐、美术、书法、篆

刻、舞蹈、戏剧、影视，以及剪纸、版

画 、地 方 舞 等 地 方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艺

术。义务教育阶段在开设音乐、美术

课程的基础上，试点增设了舞蹈、戏

剧等课程。高中阶段施行“2+1”美育

课程设置，即学生在修习音乐、美术

课程的同时，至少要修习舞蹈、戏剧、

影视等一个模块课程。

记者了解到，如今山东对艺术课

程的开设已有明文规定：义务教育学

校要确保艺术课程课时总量不低于

国家课程方案规定总课时的 9%（857

课 时），鼓 励 学 校 按 总 课 时 的 11%

（1047 课时）开设艺术课程。其中，初

中学校艺术课程课时占义务教育阶

段 艺 术 课 程 总 课 时 的 比 例 不 低 于

20%；普通高中艺术课程开设不低于 6

个学分（相当于 108课时）。

共建共享 融合发展

一方面是少儿群体日趋多元和

丰富的艺术教育需求，一方面是公益

文化机构有限的供给量，二者如何找

到结合点？烟台市在这方面做了积

极探索。

今 年 起 ，烟 台 市 由 市 文 化 馆 牵

头，推出了少儿艺术培训共享平台计

划 。 计 划 的 核 心 内 涵 是 ，烟 台 市 文

化 馆 在 全 市 遴 选 社 会 艺 术 培 训 机

构 ，组 成 共 享 平 台 联 盟 。 入 选 联 盟

的 单 位 ，其 义 务 是 拿 出 一 定 的 课 程

和班次，进行公益教学；权利是烟台

市文化馆定期组织举办惠民文艺汇

演，联盟单位可优先参加，得到展示

培训成果的机会。

烟 台 市 文 化 馆 馆 长 解 维 力 表

示，少儿艺术培训共享平台计划，是

推 动 全 民 艺 术 普 及 的 尝 试 ，有 利 于

扩 大 公 益 服 务 供 给 总 量 。 同 时 ，社

会艺术培训机构通过推出初级艺术

培 训 ，对 少 年 儿 童 的 艺 术 启 蒙 有 很

大帮助。

这已不是山东首次跨界推动美

育工作发展的尝试。2017 年，《山东

省文化厅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促进

文化教育融合发展的意见》出台，提

出山东未来在中小学发展艺术教育

的目标是，汇聚全省优质文化艺术资

源和优秀人才，深化文化单位、教育机

构交流合作，实现文化资源共享、文化

平台共用、文化活动共办、文化成果共

建，合力推进中小学美育教育。

“近几年我们正在探索选派优秀

文艺工作者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

鼓励、引导各级各类文艺专家、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到大中小学校担任兼

职艺术教师、校园辅导员。”山东省文

化厅厅长王磊说，通过积极争取，目

前山东省级财政已明确将精品文艺

进校园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范 围 ，未 来 还 有 望 对 文 化 单 位 和 社

会 人 员 承 担 学 校 美 育 工 作 、参 与 校

园文化建设给予经费支持。山东也

要求各级文化单位充分利用扶持政

策 ，将 优 质 文 化 资 源 和 艺 术 人 才 优

先向教育机构倾斜。

近日，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

治县三排镇油岭村寨的孩子们满怀

期待地迎来了“牧云蒲公英行动·留

守儿童美育夏令营”，这也是 2018 年

暑期“牧云蒲公英行动”在全国 8 个

省份 11 所乡村学校开展的夏令营活

动之一。

公益行动助力乡村艺术教育

在为期 6 天的时间里，“蒲公英行

动”油岭小学项目团队带领当地近 40

名留守儿童深入挖掘油岭村寨的历史

文化资源，开展了“瑶来谣去”唱响瑶

寨新歌、“瑶寨景观”捡拾垃圾装置艺

术、“风车祈福”竹编手艺新玩法等丰

富多彩的艺术课程，通过多样化的民

间艺术形式呈现瑶寨的过去、现在与

未来，加深孩子们对瑶族文化的理解，

激发孩子们对未来生活的思考，也为

孩子们的暑期留下了美好回忆。

“蒲公英行动”少儿美术教育专

项课题是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和

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主办的

“ 成 就 未 来 —— 少 儿 课 外 美 术 教 育

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自 2003 年

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启

动以来，“蒲公英行动”一直坚持做

一 件 事 情 —— 让 边 远 农 村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的 孩 子 获 得 艺 术 教 育 机 会 ，

帮助当地教师掌握艺术教学理念和

教学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蒲公英行动’更

好地促进各地非遗文化进校园、民间

美术进课堂，不断提升边远农村、少数

民族地区学校的艺术教育水平。”广州

美术学院教授陈卫和说。

此次夏令营的教学团队由广州美

术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广东省外语艺

术职业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等学

校的教师、志愿者组成。“我们结合当

地的民间美术、非遗技艺、传说故事

等，设计一些符合儿童艺术学习心理

与认知规律的活动。”广州美术学院

美术教育专业教师、本次夏令营项目

团队负责人张莹莹介绍，当老师们把

麻绳、树枝、石块、竹子甚至食品垃圾

等触手可及的材料带到课堂，孩子们

主动学习的兴趣和艺术创造力就被激

发出来了。

垃圾化身“瑶寨景观图”

在“瑶寨景观”捡拾垃圾装置艺术

课程开始前，“蒲公英行动”的教学团

队先带领孩子们捡拾瑶寨里的垃圾，

包括塑料袋、肥料袋、废旧纸皮、布片、

绳索等，打算用作艺术创作的材料。

起初，孩子们因为垃圾脏不愿去捡，老

师们便会耐心地告诉他们“制造垃圾

易，回收利用难，垃圾只是因为它放在

了不合适的地方”，培养他们的环保意

识，并指导他们用艺术的方式去美化

环境、美化家园。于是，孩子们积极主

动地将收集的各种垃圾冲洗干净。在

老师的带领下，爬上教学楼天台、眺望

古老的瑶寨建筑时，孩子们的想象力

被充分发掘出来，各种垃圾被编织在

用树枝和麻绳扎制的画框上，一幅幅

形态各异、别具一格的“瑶寨景观图”

就诞生了。

历经辛苦变废为宝的艺术创作过

程不仅让孩子们收获了喜悦、感动，也

让他们感受到了瑶寨之美。有的孩子

说：“从未想过艺术可以这样‘玩’，瑶

寨可以这样‘画’，自己可以这么棒。”

高校志愿者教师吕晓珊说：“希望孩子

们从活动中懂得，美是无处不在的，要

学会发现美和欣赏美。”

乡村艺术教育要接地气

为了发挥高校在乡村少儿美术

教育中的作用，推动欠发达地区基础

教育发展，在夏令营的最后一天，“蒲

公英行动”少儿美术教育项目组、广

东省长江公益基金会、北京牧云文化

艺术基金会、清远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等在油岭小学联合举办了“公益搭建

直通大湾区美术教育平台研讨会”，

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香港大学、中山

大学等高校的教师代表及“蒲公英行

动”志愿者积极交流心得体会。

天气炎热，教室里座位拥挤，两个

哗哗作响的风扇是室内唯有的降温工

具，而与会人员共同探讨乡村艺术教

育的热情依旧高涨。瑶族文化学者许

文清表示，此次公益活动不仅启迪乡

村学校教师要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引

导学生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而且对

于增强瑶族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

感也有很大帮助。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段鹏表示，

乡村艺术教育与城市艺术教育有所区

别，要接地气，并利用好当地内涵丰富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资源，助力

乡村艺术教育发展。

台北艺术大学博士生郭谦认为，

乡村美术教育要尽可能挖掘当地的文

化资源，如利用垃圾进行艺术创作，让

孩子们透过垃圾观察生活细节，训练

其观察方法，提升孩子们利用日常生

活中的熟悉事物进行创作的能力。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的文化振兴、

教育振兴。”陈卫和表示，我们希望通过

“蒲公英行动”搭建的乡村艺术教育公

益平台，在乡村学校师生心里播下文化

的种子，“期待这些种子能在孩子们心

中生根、发芽，让孩子们成为我国非遗

传承的力量，成为乡村振兴的骨干。”

本报讯 （驻吉林记者张海梅）

7 月 26 日 ，吉 林 省 图 书 馆 迎 来 了

一 群 特 殊 的 小 客 人 ，来 自 安 图 县

万 宝 镇 新 兴 村 、大 顶 子 村 贫 困 户

的 19 名学生走出生活多年的乡村

来到长春，参加“手拉手、献爱心”

活动，近距离感受吉林省图书馆、

吉林省科技馆、吉林大学等单位的

人文特色。

7 月 26 日，在吉林省图书馆工

作人员带领下，孩子们参观了各个

阅览区，了解图书馆的功能布局、

馆藏资源等基本情况，观看自助检

索、自助借还书的操作流程，并在

图书馆 4D 影院观看 4D 电影。7 月

27 日，在吉林省科技馆，孩子们尽

情体验 3G 奥秘，了解“美妙之音”

“数学天地”“力学世界”“电磁王

国”“生命与健康”等板块的科普知

识 ，更 加 真 切 地 感 受 到 科 技 的 力

量。在吉林大学，通过近距离感受

浓厚的学术氛围和文化气息，孩子

们坚定了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知识

可以改变世界的信心。

据 了 解 ，安 图 县 万 宝 镇 新 兴

村、大顶子村是吉林省文化厅定点

帮扶贫困村。本次“手拉手、献爱

心”活动是由吉林省文化厅扶贫工

作队和吉林省图书馆联合组织策

划的一次文化和情感扶贫活动，旨

在帮助贫困家庭学生开阔视野、增

长见识。

本报讯 （记者孟欣）7月30日，

来自北京 9 个远郊区乡村学校少年

宫的青少年首次登上国家大剧院

的舞台，参加 2018“做文明有礼的

北京人——市民高雅艺术殿堂文

明行”之“青少年文明艺术夏令营”

活动。

当天，来自北京昌平、大兴、门头

沟、顺义、密云、房山、通州、平谷、延

庆9个区的600余名孩子登上国家大

剧院音乐厅舞台，演唱了《茉莉花》

《编 花 篮》《Nine Hundred Miles》

《绿色北京 Green China》等国内外

传统民谣和新创作品，展示了乡村

学校少年宫的艺术成果。

北京市于 2011 年起组织实施

全国公益彩票金支持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项目，充分依托乡镇中心

学校现有场地、教室和设施，在课

余时间和节假日组织开展普及性

课 外 活 动 ，面 向 乡 镇 学 生 免 费 开

放。迄今，北京市 10 个远郊区已建

成 85 个乡村学校少年宫。此次参

加活动的 9 个乡村学校少年宫，是

从 85个少年宫中精挑细选而来的。

“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是解决

农村未成年人课外活动场所不足、

丰富农村未成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的重要举措。此次活动旨在充分

发挥国家大剧院的平台优势，让乡

村 学 校 的 学 生 走 上 舞 台 一 展 风

采。”国家大剧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自 2011 年首都文明办和国家大剧

院 联 合 启 动“ 做 文 明 有 礼 的 北 京

人——市民高雅艺术殿堂文明行”

活动以来，已有近百万北京市民通

过该活动走进国家大剧院。其中，

2018“青少年文明艺术夏令营”活动

广泛邀请北京市优秀校内外艺术

团体暑期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举

办 8 场汇报演出，助力提升青少年

的艺术素养。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王迪）

今年秋季开学，四川省南充职业技

术学院将迎来一批专业学习表演、

制作木偶与皮影的新生，从而成为

四川首家开设这一专业的高校。

作为文化资源富集的川东北

城市，南充共有 160 项非物质文化

遗 产 列 入 国 家 、省 、市 、县 四 级 名

录，其中川北大木偶、川北灯戏、阆

中王皮影和南部县马王皮影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收到了 160 名学生报名，

从中录取了 60 名。其中 40 个学生

是表演方向，20 个是制作方向。”南

充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徐远火

告诉记者。

据了解，这批学生年龄在 13 岁

至 16 岁之间，他们将在 3 年后获得

中专文凭，通过考试后还可进入该

学院艺术系民族表演艺术专业大

专班。毕业生将掌握木偶、皮影艺

术表演的基本能力，掌握有关的音

乐、舞美、戏曲、戏剧的基础知识。

他 们 还 将 学 会 制 作 皮 影 人 物 、幕

布、灯具以及服饰、布景和道具。

四川省大木偶剧院院长唐国良

认为，相比传统的师徒口传心授，在

高校培养非遗传承人有很大优势。

学生可以接受系统全面的艺术专业

培训，从而提高对艺术的理解力和

创造力。另外，通过打通学历通道，

获得大专乃至更高层次的学历文

凭，学生的就业前景也比过去单纯

学习表演技艺的徒弟要好很多。

据了解，南充市文广新局为这

一专业提供了资金支持。从中专

到大专，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学杂

费、住宿费全免，每月还享受 700 元

的补贴。大专毕业后，南充市国有

文艺院团将择优聘用毕业生。

山东少儿艺术教育渐趋理性——

“唯奖项是瞻”现象得以缓解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文/图

““蒲公英行动蒲公英行动””走进走进瑶寨瑶寨

在乡村学校师生心里播下艺术的种子
汤 麦

第八届山东省艺术考级青少年舞蹈比赛临沂赛区现场

吉林省文化部门帮助安图县贫困学生

走出山村看世界

北京市乡村学校青少年走进国家大剧院

四川高校开设皮影与木偶专业

暑假期间，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阳光实验小学开设“科技知识小课

堂”，学生通过组装、设计机器人，操控无人机等科普活动，锻炼动手动脑

能力，丰富假期生活。图为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阳光实验小学教师在指

导学生操控无人机。 新华社记者 王 晓 摄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青少年在国家大剧院的合唱演出现场 甘 源 摄

孩子们与自制的“瑶寨景观图”合影 陈 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