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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用美育涵养“美丽心灵”

编者按：

美育即审美教育。自然界中的风花雪月、山川河流，处处充满着诗情画意。人不能缺少审

美眼光。美是《诗经》里古朴的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美是《古诗十九首》里痴情的“盈

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美是盛唐边关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美是灞桥边的“杨

柳岸，晓风残月”……毋庸讳言，美育工作在今天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几乎是一片空白，但美

育不仅仅关系到审美眼光，更关系到一个人的情操和心灵的培养塑造。因此，美育工作应引起

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用美育涵养“美丽心灵” 题目即观点，蕴含期许。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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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 8 位老教授回信强调，弘
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这一要求充分
体现了美术教育的重要性，有助于通过美育为青少年涵养一颗“美
丽心灵”。

①开篇点题。

②没有美的教育，就不可能有完整的教育。一朵云在大人眼
中是一团水汽，在孩子眼中是大象、城堡乃至一整个奇异世界，
而美育就是回归对孩子生命直觉的引导，用美来温润孩子的眼睛
和心灵。今天，美育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不论是校园里的
美育课、家庭中的亲子绘画，还是美术馆里孩子们的身影，都反
映出“以美育人”理念的深入人心。通过绘画、音乐、文学作品
等，让美的元素进入孩子的世界，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一双发现美
的眼睛。成功的美育，能让孩子们感受到什么是“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什么是中国画的“远山如黛、近水含烟”，什么
是诗词书画背后的人生际遇、家国情怀。也正是在这种可感可知
的审美中，引导孩子领略古今中外的艺术瑰宝，让美进入日常生
活，进而在审美中感受我们的历史与文化。

②举例论证。美育是教
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

③美育不是应试，也不仅仅是传授技能，而是让孩子的眼睛因
为发现美而闪亮。毋庸讳言，一段时间里，美育在整个教育中相对
属于短板。在一些人看来，美育工作是少数人的事，也不是每一个
孩子都要接受美育；在具体的美育工作中，存在着以技代艺、重应
试轻素养等现象；在社会上，各种类型的美术培训机构在蓬勃发展
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存在功利导向、利益驱动，“美术考级热”就
是其中一例。也正因此，国务院办公厅 2015 年 9 月印发了《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让每个学生都享有接
受美育的机会，去年教育部又与 13 个省区市签署了学校美育改革
发展备忘录。从学校到家庭和社会，都要更加重视美育，摒弃功利
化的美育倾向，保护好孩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确保每个孩子都能
接受到让他们受益一生的美育。

③论述当前美育工作存
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④美育是审美教育，也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正如中央美术
学院首任院长徐悲鸿所倡导的，中华美育精神应该是《中庸》里阐
述的“尽精微，致广大”。从细处说，美育是教育孩子发现美、理
解美、追求美，让美的精神融入日常生活；从大处说，美育是以美

④引证法。论述美育的
内涵及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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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警语】

美育的根本目的是人格的养成、灵魂的塑造。美育关乎孩子的快乐幸福，关乎国家民族的

未来，需要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整体美育环境和美育共识。通过春风化雨的美

育工作，让孩子成长为有信念、有情怀、有担当的人，成就更加丰富和饱满的人生。

【思维串联】

【思考】

1.结合文本，你认为美育在孩子的成长中具

有那些作用？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河南省巩义一高 王雷）

【相关链接】

育人、以文化人，让中华美育为文化自信筑基。近代以来，从王国
维将美育和智育、德育并举，到鲁迅写就《拟播布美术意见书》，
再到蔡元培发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思想家们从来都是在
民族兴盛、文明赓续的高度看待美育。也正是因为美育有着塑造灵
魂的重要作用，更需要通过美育工作，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念，把优秀传统文化深植于孩子们的内心，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继
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⑤哲学家以诗意的语言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
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美育的根
本目的是人格的养成、灵魂的塑造。美育关乎孩子的快乐幸福，关
乎国家民族的未来，需要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整体
美育环境和美育共识。通过春风化雨的美育工作，让孩子成长为有
信念、有情怀、有担当的人，成就更加丰富和饱满的人生。

⑤照应题目，呼吁期待。

来源：2018-09-05 人民时评
作者：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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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是一种刚需

美好的事物人人向往，若是缺少发现的眼睛，它也容易被遮蔽。上海市某儿童画展，一位

小朋友的作品上有一个洞，评审们好奇地问，这是不是一幅破损的作品。小朋友说，这是进入

世外桃源的入口。孩子的答案，耐人寻味。如何擦亮发现美的眼睛，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去回答

的课题。

根据教育部日前与 13 个省（区、市）签署的学校美育改革发展备忘录，当地政府将会同

教育部门支持学校美育发展，建立美育评价制度。这是《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

意见》印发之后，推进学校美育工作的又一重要举措。

众所周知，美是有力量的，没有美育的教育也是不完整的教育。几千年前，孔子就提出“兴

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强调审美教育对于人格培养的作用。蔡元培先生曾大声疾呼：“美

育是最重要、最基础的人生观教育。”乔布斯也曾直言，苹果与其他计算机公司最大的区别，

在于追求科技的同时，始终保持对于艺术和美的追求。朋友只是暂时的，用厚德吸引来的朋友

才是长久的。丰富自己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

然而，如何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赋予美育应有的位置，以更有力的抓手、更具体的评价机制，

去培养和提升每一个公民的审美能力，却长期缺少行之有效的方法。

这或许是因为，社会上并没有形成对审美能力的饥渴感。在人生每一个有趣的方面，都有

美感的存在。美术馆内，许多人驻足于一幅名画前，凝神欣赏；音乐厅内，观众为一首乐曲微

笑、颔首、动心；街头驻足，白发苍苍的老人，衣着得体、妆容精致地在你身边神采奕奕地走

过，这些都是美的窗口。可是，肯定也有不少人认为，美既不能充饥，也不能养家糊口，不懂

审美也没什么大不了。

只是，在物质供应日益丰沛、精神问题愈显突出的现代社会，审美能力将发挥越来越重要

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个人来说，它关系到感受生活的能力。我们每个人身处相同的世界，

但是对于美的理解不同，打量世界的视角不同，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也就不同。难怪有人说，“从

我们心中夺走对美的爱，也就夺走了生活的全部魅力”。

对社会而言，审美能力也是培育历史文化意识的重要基础。如今，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人出

国后选择去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玛雅美术馆参观，但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却不在少数；尽管城

市中的雕塑越来越多，但真正走入市民精神生活的却寥寥无几；艺术品市场繁荣火爆，但泡沫

也不小，个别收藏者连作者都不了解就举牌，一转身又投向下一场拍卖。可见，缺乏足够的审

美能力和对于美的内在追求，国民很难在内心深处真正树立文化自信，也很难在继承历史的基

础上再进一步，不断提升现代文明的水位。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育是一种刚需。从现在起，全社会真正行动起来，支持美育发展，建

立科学的美育评价制度，为时不晚。尤其是学校教育，要把美育课的开展真正重视起来，不断

完善相关课程，配备充足的教师，探索科学的教学思路与方法，彻底从只重知识传授、技能训

练，轻视人格养成与心灵教化的功利式教育中解放出来，注重引导学生的感知能力与审美情趣，

保护好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很多时候，为美而献身，比为面包而活着更加幸福。当每一个公民都拥有发掘美好的眼睛

与心灵，拥有完善的性格、更富情趣的人生和更高的精神境界，不仅是个人之福，也是国家之

幸。

（2017 年 07 月 04 日 人民网－人民日报 作者：赵婀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