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着手培训中小学艺术教师
! ! ! !上海教委去年下发了《关于公布上海
高校“立德树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的通知》，明确在!年内建设"个研究基
地，其中包括德育、语文、体育、地理、历史、
美术、音乐和综合艺术"个方面。

据综合艺术教育教学研究基地的负责
人孙惠柱解释，“立德树人”四个字出自《左
传》，意为“树立德业，培养人才”。在十八大
报告中，“立德树人”首次被确立为“教育的
根本任务”。围绕这#个字，去年$$月%&日起，

上海教委委托高校，在德育、语文、体育、地
理、历史、美术、音乐和综合艺术"个方面设
立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分别由上师
大、华师大、复旦等高校来摸索如何整体提
升中小学在这"个方面的教学水平。其中，上
大、上音和上戏，分别研究美术课、音乐课和
综合艺术课将如何做到“立德树人”。

据悉，由上戏牵头的综合艺术教育基
地探索已经启动。基地准备从今年暑期开
始，由人文艺术各方面入手，培训中小学艺

术教师，尽可能丰富中小学艺术教师的知
识面。基地的老师在全市中小学里，计划听
至少!'节艺术课，既是田野调查，又可以在
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综合艺术教育教学研究基地

还做了国内外比较研究，借鉴新加坡以及中
国台湾在“人文与艺术统整课程”方面的先
进经验，比较研究欧美国家的分类教学安
排———让学生有充足的各门类艺术课程可
供选择，戏剧列入高中阶段必修课，等等。

责任编辑∶王文佳 视觉设计∶窦云阳

焦点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jd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A42014年4月7日 星期一

! ! ! !每天，我们穿什么衣服，说什么样的话，
喜欢哪一部电影，业余时间如何休闲———这
些“碎片”拼出了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构成
这些“碎片”的 ()*是什么？是从小就被栽种
入心田的艺术———她教我们如何彻底打开感
官，敏锐捕捉生活的纤维，并以各自的风格呈
现在衣着打扮、举手投足、行文观点、个人喜
好之间……

今年，教育部在 $号文件《关于推进学校
艺术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了“确保艺术
课程课时总量不低于国家课程方案规定占总
课时 +,的下限”，上海教委从去年起，计划用
!年时间在上海高校建设 "个“立德树人”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其中包括美术、音
乐和综合艺术。

然而，如果不是在艺术特色中小学里待
着，普教系统的艺术课老师的日子并不好过。
原因显而易见———艺术!包括美术"音乐#，作
为“辅课”，很少得到校长、主课老师、家长甚
至学生的“待见”。

学生
上艺术课!有什么用" #

从上海大学油画雕塑专业毕业的祁连
!化名#，从小梦想开画展，成为签约艺术家。
不过，两年前从本科毕业时的就业形势并不
乐观。“个体”了一段日子后，祁连还是决定寻
求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中学美术老师看起
来还不错。

于是，在考取了教师资格证书后，祁连成
为一家名牌中学的美术老师。整个学校只有 %

位美术老师，平均每人每周要给初高中各个
班级上 %'节美术课。可是，“只要用眼睛一
瞄，就知道 "',的学生都在美术课上开小差。
那剩下的 %',是原本就自律的学霸。”

上艺术课“有什么用？”是学生最大的问
号。不能加分、升学时不考音乐美术……“除
了学霸，只有准备出国的孩子才认真些，因为
国外学校看重特长生。”因此，每周只有 $节
美术课。初三、高三自是“让路”于主课。
再者，教材不对路。$至 -年级的孩子，学

的分别是《音乐》和《美术》，"年级至 $%年级
就综合为《艺术》，还包含戏剧、戏曲、动漫、影
视、书法等各个艺术门类。从 %''%年起就使
用至今的《音乐》《美术》和《艺术》，内容偏杂
偏晦涩，例如有一课是以日本动画大师宫崎
骏的《千与千寻》为案例，主题为《寻找自我化
的纯真》。但是什么叫“自我化的纯真”？连任
课老师也搞不明白。

而且，家长不支持。他们总有个误区，觉
得“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想让孩子在钢琴、古
筝、素描、国画等方面“学有所长”就必须去校
外找“专业老师”“上小课”。因此，对有艺术特
长的学生而言，教材内容就更不合适了。现在
资讯发达，人人都有主见。老师如果发现孩子
有艺术天赋，也“不便”要求他往这一方向持
续钻研。万一家长反对呢？学校教育不过是
“引领方向”，最终孩子的成长方向，还是靠家
长决定。

教师
成就感是教学动力

%'$$年毕业于上音艺术教育专业的赵晗
!化名#透露，全班 %#人中，仅有 "人进入中
小学做音乐老师，还有 "人选择去产业化程
度较高的艺术培训机构，剩余 "人则为自由
职业者。她之所以到小学教声乐和手风琴，是
因为自己同时爱音乐和孩子。而且，女生并没
被赋予赚钱的“天职”，她所在的小学又以音
乐为特色。

小学里有舞蹈队、手风琴队和合唱队，学
校支持他们在课外时间排练、参赛。其中，合
唱还得过全国一等奖，为学校赢得声誉。所
以，在艺术课程方面，他们有能力自编校本教
材。而且，虽然每月只有三四千元，但是很有
成就感，看到孩子得奖的奖品不够分，甚至还
会自己掏钱补上。

因此，校长不仅不会剥夺艺术课程的课
时———每周音乐课有 .节，艺术课也绝不是
“辅课”。而家长也相对开明。因为把孩子送入
音乐特色小学的家长，本身就对艺术有所重
视。不过，这类学校不是普教中的“主流”。这
类学校学生的家长，也不是家长里的“主流”。

像祁连这样上班不过 %年、每周上 %'节
课的美术老师，月收入分两部分：工资加上课
时费，总共三四千元。所以，哪怕工作量大，也
不希望学校再多招一位美术老师。亏得他是
上海人，父母已经帮他买好房子，“如果是外
地过来的话，日子更苦哇！”

没有成就感，工资仅够糊口，精神、物质
都没法满足，祁连无奈地发现自己是学校里
最边缘的少数，想辞职的念头，不时盘旋在脑
海里。

现状
与现有格局不匹配

上戏戏文系副主任彭勇文，也是“立德树
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综
合艺术教育教学研究基地的专家，通过对部
分中小学调研后发现，当下中小学使用的《音
乐》、《美术》和《艺术》教材，从 %''% 年起试

行，%''-年起全面推广。但是，时至今日，依然
在推行中遇到教材与实际内容对接不上的困
局，具体体现在———

! 与教师编制不匹配 教材设立了《艺
术》，但是在教师编制队伍中，没有相应的岗位
设置。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强调艺术课程以
来，音乐、美术，属于“艺术课程”中的“主课”。
然而，《艺术》虽然融入了更多与时俱进的艺术
新样式，却没有对应的教师岗位和编制。

! 对!艺术教师$定位不清 一位“艺术
教师”应该懂得多少门艺术？目前还没有定
论。因为，艺术本身的特性就是五花八门。一
本不厚的教材里有文博、建筑、动漫、五线谱、
名画等各个门类，让现在岗位上的教师，自愧
“不是全才教不来！”上戏从 %''!年起开设在
戏文系下的艺术教育专业毕业生，大概可以
应对，但是他们却因为没有对应的教师编制，
进不了中小学的教师队列。

! 校方通常不重视 说起来微妙，一个
学校的文化氛围，通常是由校长决定的。例
如，光明中学校长穆晓炯热爱戏曲，还能登台
亮嗓。于是，该校学生就经常去看戏。像这样
的校长，确实是少数。在升学压力下，大部分
学校还是以课业成绩为主，忽略“没用的”艺
术课程。因此，初三、高三，当然不会按照国家
规定去上艺术课了。如此，艺术课老师自然显
得“可有可无”了。

! 艺术课程求教无门 音乐、美术、艺术
本身就随着社会发展也高速变化。例如微电
影、动画片等等，在学生生活中耳熟能详的艺
术形式，反而在课本上无影无踪，自然吸引不

了好奇心重、喜欢新鲜的孩子了。
而且，老师有心求教，却也不知道应该向

谁请教。既没有培训艺术教师的老师，也没有
教育资源、视听教材———目前还在设计研究
中，也就是从去年起市教委推出的“立德树
人”!年计划。

对策
建艺术素质评价体系
教育部 %'$#年 $号文件《教育部关于推

进学校艺术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了“确
保艺术课程课时总量不低于国家课程方案规
定占总课时 +,的下限，鼓励有条件的学校按
总课时的 $$,开设艺术课程，初中阶段艺术
课程课时不低于教育阶段艺术总课时的
%',……”然而，彭勇文在调研中发现，虽然 $

号文件明确了艺术课应该占据所有课程的百
分比，“折合下来相当于每周有 %/.节”，但是
很多学校并没有实施。彭勇文建议，中小学应
当把艺术课时增至 $周 %节以上，尤其是戏
剧、影视等表演课程，平时一节课 #'分钟刚
刚够“暖场”，足够的课时才能让同学们感受
到艺术的魅力。
据悉，教育部 $号文件提出，%'$!年开始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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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测评结果记入学生成长档案，作为综
合评价学生发展状况的内容之一，以及学生
中考和高考录取的参考依据———这样，艺术
课程，就“有用”了。

中小学艺术课谁来上! 怎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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