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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教育周刊

! ! ! !教育部日前发布了《关于推进学校艺术
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透露从 !"#$年开始
对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进行艺术
素质测评，艺术素质测评纳入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体系以及教育现代化和教育质量评估
体系。
艺术素养应该如何评估？是看哪个孩子

弹琴弹得熟，画画技巧好，还是舞蹈动作棒？
第一届国际创新儿童艺术教育研讨会近日
在沪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地的专家
纷纷指出，艺术素养的培育不能成为简单重
复的技巧训练，艺术应该成为孩子们学习和
生活中的“添加剂”，让成长变得更有趣，也
更富创造力。

学习艺术没有门槛
一个小男孩，用石子在湖面上丢出一个

个涟漪，他认为这是自己最美丽的作品。教

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谷公胜引用
哲学家黑格尔讲的一个小故事强调，每个孩
子都是与生俱来的“艺术家”。艺术教育并没
有“门槛”，谷公胜强调，教育部旨在通过公
平优质、普及的艺术教育，“引导青少年发现
美、欣赏美、创造美，让他们内心更阳光、情
趣更高雅、言行更文明 、双手更灵活。”

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艺术合作发
展中心执行董事大卫·费特利正在当地中小
学探索将“艺术因子”植入数学、化学、物理
等各学科课堂。在一节数学课上，老师拿出
一张篮球巨星乔丹的照片，平均裁成 #%小
块分给学生，每名学生需要将自己那块图片
放大临摹，最后拼成一张放大数倍的海报。
比比划划间，测量、比例等数学常识蕴含其
中。大卫·费特利建议老师，不妨在教室中开
辟出一个艺术角，让孩子用自己的方式用所
学知识进行再创造。艺术不一定要会唱会

画，一个喜欢写诗的孩子，也可以将他的诗
集打印出来，向艺术角里展示他的作品。
“艺术教育不应该设定一个技能上的目

标，而应该注重创设环境，诱发孩子的创造
力。”番茄田艺术品牌总监施建志长期从事
幼儿艺术教育课程开发，他建议，艺术可以
和游戏结合，成为孩子成长的伙伴，让学习
变得更有趣。让孩子把自己打扮成一只挖洞
的土拨鼠，用纸箱设计制作一个迷宫通道，规
划藏宝路线，躲避天敌的追捕……这样一次
集合了美术、空间结构、肢体动作等多方面能
力的体验，是否比做思维逻辑题、在练习册
行数方块，更有助于培养孩子的思维品质？

精心订制“青少年菜单”
如今，美术馆、博物馆、创意工场、艺术

长廊在申城不断落地开花，但是，很多家长
感叹，和这些场馆距离有些远，传统艺术太

厚重，无法领略其精髓，当代艺术太前卫，自
己看不懂何谈带孩子感受。

台湾 &'(科学委员会讲师卢崇真长期
和台中美术馆合作，开展多个青少年与儿童
艺术教育的合作项目。在一个装置艺术展览
现场，她曾经组织中小学生用胶带、纸板箱、
木块等简单的材料，搭建场景，主题是表现
“人刚来过的痕迹”。孩子们小组合作，完成
自己的作品后，美术馆工作人员为他们的作
品设计灯光效果进行布展，放在其他展品旁
边，孩子们惊讶地发现，原来艺术创作并非
那么遥不可及。暑期，美术馆还会组织中学
生开展短期的夏令营，找来美术、音乐专业
人员，为其担当“助手”，让学生自己制作服
装、道具，编写剧本，对馆藏的某一件美术作
品进行在创作。卢崇真强调，专业场馆，应该
承担起艺术普及的工作，为青少年订制“活
动菜单”。 本报记者 陆梓华

! ! ! !由上海市教委研究室主办，《中文自修》等
单位承办的“)%$杯”第 !*届上海市中学生作文
竞赛近日落幕。主办单位面向上海的广大中学
生，以梦想、成长及两者关系为中心，展开了问
卷调查，有效样本为 )*$+名学生。结果反映了
学生心中的心里话，折射出梦想和成长的烦恼。

! 六成以上学生认为成长过程中最

大的压力来自学习

在被问到“你认为你成长中最大的压力是
什么？”这个问题时，六成以上（%#,!-）的受访
者选择了“学习”这个选择项，另有接近三成
（!.,"-）的受访者选择了“情绪”这一项。

! 四成以上的学生认为家庭因素对

本市中学生的成长影响最大

在回答“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以下哪方面因
素对你影响最大？”时，选择“家庭”的比例最高，
为 +",*-，选择“偶像”的比例最低，为 +,"-，其余
几个选择项“朋友”“老师”“书本、电影电视等”。

! 五成以上中学生认为梦想因素对

自己成长的贡献很大

“假设梦想对你成长贡献度为 /到 /"0#为
几乎没有贡献，#1为成长的全部力量。那么你会
打多少分？”选项“/分”“)分”“*分”“/1分”的选
择比例分别为：$,2-、!!,2-、$!,.-和 #2,$-。

! 最缺乏的教育是实践教育

在回答“你觉得在你成长过程里所受的教
育中，最缺乏的是哪一种教育？”这个问题时，
六成的受访者觉得最缺“实践教育”（%1,#-），

两成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最缺乏的是“哲学教育”
（!#,1-），认为自己最缺乏“公民教育”和“生命
教育”的学生比例分别为 ##,#-和 *,2-。

! 四成学生常被父母与同龄人比较

本次调查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你的成长
过程中，你的父母是否拿你与同龄人比较？”回
答“经常比较”的学生比例最大，为 +1,+-；回答
“偶尔比较”的学生比例其次，为 )*,.-；回答
“我永远比不上别人”的学生比例为 #),.-；回
答“我是最棒的”的学生比例最少，仅为 *,2-。

! 中学生眼中!成熟"的两大标准是

!处事周全"和!体谅他人"

一个人“成熟”的标准是什么？本次调查问
卷设计了五个选择项：“言谈、举止自信得体”
“思考、处事周全有条理”“凡事有主见，能够独
当一面”“有明确的人生方向并勇于追求”和“善
于理解和体谅他人”，被选择比例分别为：
*,1-、!$,*-、#2,1-、!),*-和 !$,%-。

! 多数中学生正面肯定 !明星一夜

成名"

针对目前电视上一些选秀节目使得青年人
的“明星梦”得以“速成”这类社会热点问题，本
市中学生也同样通过回答调查问卷给出了自己
的看法，认为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新时代青年
人实现梦想的新可能”的比例为 )1,%-，认为
“这不失为青年人实现梦想的一种新方式”的学
生比例为 !*,)-，认为“这并非青年人理性对待
梦想的方式”的学生比例为 !1,.-，认为“这是
商业文化对青年人价值观的影响”的学生比例
为 !#,!-。 本报记者 王蔚 实习生 赵一凡

! ! ! !上海基础教育正在吸引全球的目光。
继英国代表团访沪后，由南非基础教育部
长安吉·莫采卡率领的南非基础教育部代
表团上周来沪访问。南非代表团接连参观
了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
中学及附属小学，从教育投入、师资培训、
课程设置、教学设备配置等方面对上海基
础教育做“全景式”了解。
走访结束后，安吉·莫采卡表示，让每

一个孩子都能自信、友好地面向世界，是
每个国家基础教育工作者努力的目标。

展示“原生态”上海课堂
没有刻意地准备、没有打破教学常

规，两所上海中小学向南非客人展示了最
原生态的上海校园。
在华师大二附中，几名学生志愿者落

落大方地带领南非客人参观学校的创新素
养实验室，以及自己正在开展的课题研究。
“这些高中生的学业水平、创新素养、表达
能力、自信程度令人惊讶。”莫采卡部长说，
作为一名曾经的基础教育教师，她觉得高
素养的学生对教师能力也是一种挑战。

下午 !时许，代表团来到华师大附
小，三（$）班的孩子们正在上语文课。“你
们来自哪个国家？”“我们会说英语！”看见
客人来访，孩子们热情地打着招呼。几分
钟交流过后，教室里立刻又恢复了平静。
校长严玮懿介绍，如今，国际交流日益频
繁，学校不会为此做刻意准备。交谈进行
至下午 )时许，严玮懿建议客人们，是否
可以移至下一站华师大继续交流，因为孩
子们要放学了，不便车辆进出。

“自信、友好、热情，”这是莫采卡部长
对上海孩子的印象。向客人介绍了学校的
心理咨询室和充满童趣的开放式阅览室
后，严玮懿回答了莫采卡关于“小学阶段
培养目标”的提问，“最重要的应该是保持
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并通过培养兴
趣，帮助孩子们养成好习惯。”

国际交流促进反思
说起上海学生在 34'5测试中取得的

好成绩，莫采卡部长为中国同行取得的成
绩感到高兴。在她看来，南非也急切地希
望发展教育，推动社会发展，而这，应该从
每一个个体的努力开始。
“教育会让人明白，每个人必须在年

轻时付出努力，这样他们才不会在 $1岁
时留有遗憾，才能享受努力带来的成果。”
莫采卡部长说。
在和华师大教育科学学院的交流中，

她也“羡慕”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大、中、小
学联动机制，高校承担着师资培训和引领
的任务，其先进科研成果可以很快应用于
中小学，并得到及时反馈。而在南非，这样
的联动机制尚未建立。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
任友群介绍，华师大和非洲缘分不浅———
新中国第一套《非洲通史》正是由华师大
的历史学专家编写的，有关非洲著名人物
的历史传记不久也将面世；华师大已举办
)届基础教育方面的硕士班，迄今，已经有
21余名毕业生回到非洲；华师大还将在自
然和环境科学领域和非洲展开合作。

本报记者 陆梓华

艺艺艺术术术教教教育育育让让让学学学习习习更更更好好好玩玩玩
数学课上画肖像 美术馆里排短剧

上海市中学生竞赛调查“梦想与成才”———

近六成青少年欣赏“一夜成名”
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自信"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