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木心先生说过：“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
识也救不了。”

美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对美的
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而且要帮助学生树立美
的理想，发展美的品格，培育美的情操，形成美的
人格。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说：“美育者，应
用美学理论于教育，以陶冶情感为目的……美育
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审美力只
能在潜移默化中习得，比如：尽可能地让孩子到大
自然中亲身体验自然形态中各种美的景象；用生
动丰富的感性材料引导孩子仔细观赏；根据孩子
的实际能力，挑选一些优秀的美术作品与孩子一
起赏析……“艺术”与应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矛
盾的，有冲突的，艺术考试的计分问题怎样科学、
精准且受大众认可无疑是一个大难题，况且，任何
一项改革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是涉及教育这
样与广大家庭息息相关的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由
于艺术很难量化和难以一蹴而就的特殊属性，“艺
术进中考”的实施，为了提高孩子艺术中考分值，
课外艺术辅导班的竞争也会日趋激烈，家长的培
训费用和接送负担也会进一步加重，再加上改革
整体减员增效与美育教师的配齐配强、设施设备
的大量购置等实际问题，如果没有相应配套政策
措施的跟上（如比较科学合理的艺术素质测评标
准），没有广大民众尤其是老师和家长的大力支
持，无疑会收效甚微，这是我们在出台教育政策时
不能不通盘谋划、慎而又慎的，真心希望“艺术进
中考”能真正发挥好它应有的作用。

今天的中国教育，正处在一个观念与体系大
转变的进程之中，也是变革、发展的特殊阶段，由
于长期以来，美育被边缘化的问题一直未能彻底
解决，在教育的应试属性依然十分强大的背景下，
尽管中央已经启动实施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但
出台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和“美育进中考”政
策，仍然会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美育要重
建体系困难重重，但只要我们坚定信
念，不急功近利，始终坚持素质教
育方向，相信中国的教育改
革一定能够早日走上康
庄大道。

有人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校提倡的就是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只不过近几年把义务教育弄
成了考分教育，把过去的素质教育经念歪了，重提
不过是拨乱反正罢了。

也有人担心，语数英难度加大，政史地等全计
入总分，本来孩子学习压力就很大了，这又来个体
育、美育，孩子们都要成被中考压垮的一代了！教育
部门不应听听广大家长的心声吗？小孩太难了，写
完作业都要十一点了，这种体质怎么考体育，什么
都重视，什么都要考，什么都要计入中考总分，考虑
过十几岁孩子的心理承受力吗？

我随机采访了几个初中学生，除了个别音乐、
美术比较好的学生暗自高兴外，其他学生均表示学
业负担已经很重了，根本没有时间来关注艺术，艺
术进中考他们不赞成。

还有人认为，相比文化课，音美这些学科，除了
培训的效果外，个人天赋也非常重要，这个是无法
否定的，就比如姚明的身高，就是打篮球的“料”，刘
翔的身材，就适合“跨栏”比赛，郎朗的音乐天赋，也
不只是后天培养的结果，如果增加考试科目和分
值，这些因素就会放大。体育就是看基因，就好比有
的人天生长的高，有的人天生长的矮，矮的人后天
也可以靠营养、运动什么的增加一点，但也就是好
一点，好不到哪里去，有的人基因好，随便练练也比
你基因差的人练一年都强。音乐、美术也是如此，有
人怎么都不开窍，要是真加音美，那就是选拔全能
人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连兴趣班都上不起，不是
更劣势了吗？

美育进中考，真的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实事求是讲，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需要各
种各样的人才，包括音乐、美术等艺术人才，原先实
行的文化课独领风骚、艺术课基本靠边站的学校教
育模式，培养出很多考试型的学生，原有的模式已
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抱怨，但真的把艺术纳入中考
甚至高考，又有相当多的人，特别是很多学生家长
出来反对，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这是美好愿景与现实可操作性之间的
矛盾冲突所造成的一种必然情形。作为社会的一
员，大家都希望中国的教育能走上一条和谐发展的
康庄大道，这个美好愿景是你我所共同拥有的，也
是教育决策者和教育工作者所希望看到的教育发
展情形。

让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和重视下，教育改革作为中央深
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
伐。比如如何培养青少年的“艺商”，已经成为各级
教育工作者所重点关注的话题。美育进中考无疑也
是提升青少年“艺商”的一个有益尝试。

2013年开始，新疆在中考考试科目中增加了艺
术科目（音乐、美术任选一科计入总成绩）。这一中
考制度的实施与改革从体制上强调了艺术教育在
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性，无形中提升了艺术学
科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地位。2016年以来，
一些省份开始试点“艺术进中考”，如江苏省政府办
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
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将初中毕业生艺术素质测
评结果计入中考成绩。在8省试点的基础上，今
年中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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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把中小学生
学习音乐、美术、书法等艺术类课程以及
参与学校组织的艺术实践活动情况
纳入学业要求，探索将艺术类
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范围。全面
实施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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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在广大

家长印象中：语数英科

是主课，大家都很重

视，而体音美则是副

课，不太重视。体育相

对好一点，毕竟中考有

少量分值在，但是考完

以后，也就 Say good-

bye。而音、美课程到了

期末，往往主动让位于

语数英科。

近日，教育部发布

的一则文件——继体

育纳入中考后，美育进

中考已在 8 个省份试

点，并将逐步扩大试点

范围 ，2022 年起美育

（艺术课程）力争纳入

中考计分。教育部体育

卫生与艺术司司长王

登峰表示，学校的体育

中考要逐年增加分值，

达到语数外同分值水

平，艺术课程也要增加

分值，国家的目的就是

要引导学校开足课程，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学生。一石激起

千层浪，该消息引起了

社会尤其是家长的强

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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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要考
考虑过孩子承受力吗？

从美好愿景到现实
已经迈出了坚实步伐

重建美育困难重重
不急功近利方见真章

艺术素质测评，将测评结果纳入初、高中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探索将艺术类科目纳入中考改革试点，
纳入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计分科目，依据课
程标准确定考试内容，利用现代技术手段促进客观
公正评价。

应该说，这个《意见》的出台是贯彻落实《深化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一个具体举措，
其出发点和愿望，是非常好的，欣喜之余，我还是有
些隐隐但强烈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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