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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新闻Hainan News
国家推进美育教学改革试点工作，记者走访海口两所学校

按兴趣选课，在校内开“画展”“服装展”，还有机会出校学习

让学生
在美育课里

在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美育并不
仅仅局限于每周的艺术课，而是贯穿到
学校各个学科中。滨海九小开发的“梦
想课程”围绕语文英语、品德生活、数学
科学、体育心理、音乐美术等基础课程，
开发拓展了国学、书法、绘本、编程、航
模、韵律操、竹竿舞，以及合唱、陶艺、素
描等特色课程，种类丰富、全员参与，每
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

“一年级新生入学前，学校会向家
长了解孩子的兴趣特长，在编班时尽量
将有相同兴趣特长的学生编入同一个
班级。”滨海九小体卫艺处主任刘莎宁
介绍，将兴趣特长作为编班的考虑因素
之一，入学后就能形成特色班级的雏
形，“而在入学后的一到二年级期间，老
师也会在教学中不断挖掘并培养学生
的兴趣特长，逐渐打造特色班级。”

刘莎宁介绍，到了三、四年级，学生

有了充分选择的空间，可以打破班级的
限制，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艺术课程。

“三个校区开设有90多种艺术课程，其
中滨海校区就有50多种，每个学生都
能从中找到自己喜欢的课程。”刘莎宁
告诉记者，学校将每周五的下午固定为
三、四年级学生的美育课时间，根据课
表安排实行“走读制”，学生到各自所选
艺术课教室内学习。

此外，该校五年级学生还有“走出
去”的机会。滨海九小与海口旅游职
业学校合作，利用中职学校的场地和
师资资源，每周安排2个班级的学生到
旅职校学习烘焙、茶艺等课程，让学生
接触更为专业的艺术教育。即使是六
年级毕业班，也不会因为学业紧张而
压缩美育课时间，“六年级仍然开足开
齐艺术课程，而且还会办‘大阅读’等
活动。”

部分学校学位紧
张，教室本就不够，更别
说开展特色艺术课程

目前，中小学美育课程以艺术课
程为主体，主要包括音乐、美术等课
程。根据《海南省义务教育课程设置
实验方案》和《海口市学校美育工作改
革与发展实施方案（2019-2020年）》，
小学阶段音乐、美术课程每周不少于2
节课，初中阶段音乐、美术课程每周不
少于1节课，有条件的学校可增设舞
蹈、戏剧、戏曲等地方课程。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也指出，义务教育阶段要丰富艺术课
程内容，在开好音乐、美术、书法课程
的基础上，逐步开设舞蹈、戏剧、影视
等艺术课程。

然而，想要丰富艺术课程，场地、
师资和资金不可或缺。滨海九小体卫
艺处主任刘莎宁介绍，学校对学生美
育工作非常重视，全校现有美育专职
教师 115 名，在全体教师中占比达
23%；同时，还根据艺术教学需要，聘
请校外专业人士来校教学，“音乐、舞
蹈等各类功能室16间，满足学生不同
兴趣爱好的发展需求。”

海口市港湾小学，则是在综合楼
内设置了7间艺术课功能室，同时教
学楼每层均设有英语角、阅读角等；教
学楼下也专门留出空间，放置钢琴供
学生随学随练。该校美术组为每个年
级配备1名专职美术教师，同时在舞
蹈、音乐等课程中还聘请了校外舞蹈
老师为学生们教学。

不过，对于其他不少学校来说，场
地、师资是困扰学校美育工作的主要
问题。部分位于人口密集片区的学
校，学位情况十分紧张，教室本来就不
够用，也就难有足够的场地开展特色
艺术课程。此外，聘请教师、增添设
备、举办活动都需要资金，这些都阻碍
了学校美育工作的发展。

在部分学校，场地、资金和师资等问题成开展美育课程的“绊脚石”

遇美 本报讯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
育工作的意见》提出，推进美育教学
改革试点工作，探索将艺术类科目纳
入中考改革试点，争取到2022年全面
实行美育中考。

随着美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不
少学校也在不断探索特色美育之
路。记者采访海口部分学校了解到，
通过挖掘培养学生兴趣爱好、将民族
文化融入校本课程等方式，越来越多
的学生接受美育课程的熏陶。但与
此同时，场地、资金和师资等问题，也
困扰着部分学校美育课程的发展，需
要逐步改善。 记者 林文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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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由选择喜欢的艺术课程，
实行“走读”制，还有机会外出学习

在海口市港湾小学，随处可见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缩影。无论是校
园一角的“百善堂”，还是综合楼内展出
的绘画雕塑，以及精心布置过的教室和
走廊，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
们的身心。

据了解，作为海南省中小学美育示
范学校之一的海口市港湾小学，通过
《走进民族文化 爱我多彩中华》校本课
程，利用课内和课外时间，让学生们从
一年级就开始接触不同民族优秀文化，
培养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陶冶孩子们
的高尚情操。

“一年级蒙古族、哈尼族，二年级壮
族、彝族……，每个
港湾学子在校
的6年里，至少

会接触到12种民族文化，每个学期都
会了解到不同的民族文化。”该校总务
处副主任、美术组组长刘治永介绍，在
语文、美术、音乐、体育等学科教学中，
都会利用一定的课时，结合本学科特
点，教授学生民族文化习俗、学跳民族
舞、学唱民族歌、制作民族特色手工、体
验民族运动等。

此外，在学校综合楼的美术室内，
展示有数百个民族特色手工作品和绘
画，都是学生们亲手制作的不同民族服
帽作品。“每学期都会举办作品展演活
动，学生们的兴致都很高昂。”刘治永介
绍，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学校都会举
办文艺汇报演出，学生们按班级排练民
族舞蹈、歌曲等节目，班班参与、人人展
示，给予学生充分展示自我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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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校本课程，
学生6年至少可接触12种民族文化

滨海九小的学生们上舞蹈课滨海九小的学生们上舞蹈课

老师：美育对智育
也有积极影响，有艺术
特长的学生成绩不会差

除了硬件条件不够，还存在部分
家长对美育存在一定偏见等问题。
有家长认为，在校学习音乐、美术等
艺术课，可能会影响孩子文化课的
成绩。

对此，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
育司司长王登峰近日在国新办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加强学
生体育和美育工作，并不是增加学生
额外的负担，更不会影响文化课学习
的成绩，反而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
程。”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教研室副
主任叶华荣也向记者表示，从学校美
育教学工作实践来看，美育对学生的
德育、智育都有着积极的影响，“有一
定艺术特长的学生成绩并不差，而且
普遍自律性和计划性比较强，这对学
习也有着促进作用。”叶华荣表示，现
在不少孩子在家爱玩手机、看电视，
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而
如果培养学生艺术方面的兴趣爱好，
从中体会到乐趣，能很大程度上减弱
学生对手机电视的依赖，学习自然也
会更有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