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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松

美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
径，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过程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华美育精神集
中体现了中华美学精髓及其核心价值追求，
是当代美育的宝贵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配齐配好
美育教师，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
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
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
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
康成长”。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在网络语境
下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人、以美化人、
以美培元，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
人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把握中华传统美育独特的育
人价值

中华传统美育深植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
土壤，培育出独特的审美理念和核心价值，历
经时间考验、实践检验，至今仍然闪烁着光芒。

中华传统美育崇尚内圣外王，助力理想
人格形成。在中华传统美育中，美与善是一
体的，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人格的
完善，有赖于美的熏陶和感染；美与社会风尚
是相表里的，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社会风尚的好坏
既体现于音乐等艺术风格，同时音乐等艺术
美的熏染也对社会风尚起到推动甚至导引作
用。因此，美育不是简单的艺术训练和欣赏，
而是在“游于艺”的过程中锤炼品格、修身养
性，进而促成社会文明的拔节向上、民族精神
的奋发昂扬。

中华传统美育崇尚身心和谐，促进人的
气质转化升华。北宋张载提出，人性可分为

“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至善，
“气质之性”有善有恶。人的修养，就是要努
力克服、转化“气质之性”，即“变化气质”，使
之逐渐回归、恢复到至善的“天地之性”。中
国古人认为，美育在促进“变化气质”方面有
独特的作用。清代曾国藩说：“人之气质，由
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这
里的“读书”就包括诗教和阅读文学经典。孔
子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南宋
朱熹提出：“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
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像音
乐等，更是具有“入人深、化人速”的突出特
点，是其他教化手段难以媲美的。

中华传统美育崇尚“天人合一”，丰富人
的超越性体验。“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核
心概念，也是中华传统美育的最高追求，在美
育中的体现至少有三个层次。一是人与天地
万物的亲近感。在中国古人看来，“天”不是
高高在上、不可企及的存在，人与天地万物互
相联结和感通，所以有“相看两不厌，只有敬
亭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和“我见青
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等诗性表
达。二是天地与人生的和合交融。《易经》讲：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在中国古人看来，天地万物之流转变迁，
与人的生命生存息息相关，所以有“子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夫’”，“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
而涕下”等浩叹。三是物我合一的天地化
境。古人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乐与
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天地氤氲，万
物化醇”。美育就是通过欣赏和体验艺术的
节奏，进而感通天地生生不息的节奏，把自我
的生命同天地熔铸为一体，让人生超拔到极
高明广大的境界。

中华传统美育独特的育人价值，既是历
史的，也是现代的。它对于我们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提高审美鉴赏力和创造
力，养成健全人格，丰富精神世界，都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

在网络语境中激活中华传统
美育的生命力

在网络语境下，如何传播和弘扬好中华
美育精神，激活中华传统美育的生命力，是我
们必须解决好的时代课题。

创新发展传统美育文化，吸引更多现代
人体悟“中华美”。在把握中华美育精神的基
础上，结合网络时代特点和年轻人的兴趣点，
对中华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再创造。例如，
将传统美育元素与现代设计和影视作品等相
结合，通过时尚、新颖的形式吸引年轻人深入
了解和学习传统美育文化。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传统美育
文化传播力。可以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完整

记录留存美育文化遗产信息，构建起传统美
育文化数字资源库。融入多种现代媒体元
素，通过数字化叙事，使传统美育故事讲述更
加形象立体、可视可感，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
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
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此外，可以借助网络平
台开展多种多样的线上教育活动，有效打破
时空限制，让传统美育文化更加贴近现代人
的生活。

融入青少年文化建设，促进传统美育文
化薪火相传。推动青少年传承优秀美育文
化，关键要营造一个重视中华传统美育的社
会文化氛围。公共文化设施、文化地标、学校
建筑乃至一般公共建筑，其设计如果能考虑
中华美学理念、凸显中华美学元素，那么对青
少年将是一种强大的、无声的美育。公共文
化活动如果能展示和传播更多体现中华美育
精神的艺术品、故事、思想和人物形象等，那
么对青少年无疑将是极大的感染和激励。家
庭教育是开展中华传统美育的重要阵地，家
长首先自己要接触、了解和热爱传统美育文
化，再去引导和鼓励孩子参与书法、绘画和音
乐等中华传统美育活动，打牢中华文化底子。

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传统
美育生命力将被大大激活，传统美育文化将
为新时代文化建设作出贡献。

找准传统美育文化落地学校
教育的路径

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人，培养有中
国心、民族魂的时代新人，学校教育责无旁

贷。学校应将传统美育文化的价值观念、核心理
念和重要内容，融入各级各类学校课程教学体
系，使广大学生亲近中华美学，深刻领会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内涵魅力，形成良好的审美品位，升
华人生格局和境界。

应树立“大美育观”。如前所述，中华传统美
育不是简单的艺术教育，而是基于理想人格培育
的“游于艺”。学校美育应以立德树人为统领，经
由艺术教育和经典学习等，涵养学生的理想信
念、家国情怀、大爱大德和崇高精神。德育、智
育、体育、劳动教育中均有“美”，且必须与“美”共
舞；美育的结果不只是审美趣味的养成，更是一
切美好品格和美好精神的炼成。

应唤醒美的生命自觉。北宋周敦颐不除窗
前草，为什么？他说，“与自家意思一般”，“观天
地生物气象”。这就是中华传统美育的生命自
觉，当美的精神广而扩充至极致时，人面对天地
万物，无不怀有欣赏的仁爱之心，仿佛自身与天
地大美同体共在。美育的至高追求，就是坚持唤
醒学生的这种生命自觉。

应注重对经典作品的品味和欣赏。取法乎
上，仅得其中。只有经由经典的熏染，学生的审
美品位才会是健康的、高雅的。“操千曲而后晓
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教师可以引导和带领学生
去咀嚼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临摹中国书法和中
国画的杰作，领略中国古典音乐的名曲，品味博
物馆里艺术珍品的精美绝伦，感受中国古典建筑
的厚重庄严，体悟名山大川文化遗迹的博大浩
瀚，等等。通过对大量古典文化的学习和赏析，
中华美育精神将自然浸入学生的骨髓。

应注重伟大人格之美的熏陶。中国古人重
视“文以载道”、“艺以载道”，讲究知人论世。孟
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美育的
一个重点就是欣赏伟大人格之美。心灵的美好
最好由美好的心灵来陶冶，人格的完善最好由伟
大的人格来感化。一个伟大的灵魂就是一部鲜
活的美育“教材”。学校美育应该注重引领学生
品读中国历史上各领域杰出人物、英雄豪杰的传
记等，欣赏乃至亲近伟大人格之美。

应注重美的践行和创造。学习和传承中华
美育精神，不能只是旁观式的欣赏，而是要动手
践行，“入乎其中”。书法、国画、民族乐器和古诗
词的创作等已在许多学校推广普及，帮助学生走
进了传统美育文化的精彩世界。在此基础上，还
要注意引导学生体悟传统美育文化的灵魂，自觉
烙印中华美育精神。北宋程颢说自己“写字时甚
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明代王阳明解释，
这并不是说把字写好不重要，而是说练字的功夫
是炼心，“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画画、舞
蹈等一切美育实践也是如此，都是在“艺”的创造
中涵养“敬”、锻炼“心之精明”，促进“艺”与“道”
的双向提升。

总之，我们需要自觉传承和弘扬好中华美育
精神，找准中华传统美育在学校转化落地的路
径，让中华美育精神在教育强国建设新征程上大
放光彩。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副教授、福
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中心福建师范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以“中华美”浸润中国心民族魂

李镇西

关于新教育实验的意义，可以说出很多，
至少对于新教育实验区而言，新教育的意义
首先在于让许多教师感受到了职业幸福。

对很多人来说，教师专业成长往往是名
词性短语，如学校举办了多少场培训，教师听
了多少场讲座，区域培养出多少名师。但是
在新教育实验的语境里，成长回归了动词的
内涵，指用专业的成长路径唤醒教师成长的
自觉，让教师拥有成长的内驱力，更加注重自
我认同和自我完善。而教师成长的目的，则
是成为道德高尚、学养丰富和个性鲜明的人。

成长的核心是职业认同。所谓职业认同，
通俗地说，就是把教育当作与自己生命融为一
体的事。教育，不是外在的强迫，而是内心的
选择；不是为别人做，而是为自己做。教育的
一切——喜悦和烦恼、成功和挫折、赞誉和非
议、欣慰和委屈……都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的教
育心态和行为，更不会影响我们对学生的爱和
对教育理想的追求。我曾在的四川省成都市
武侯区，通过十年新教育行动实践，持续探索
新教育实验助推教师专业成长的路径，书写了
一个个鲜活的教师成长故事。

榜样激励：用激情点燃激情

新教育实验有一个管理铁律，即“底线+榜
样”，含义是对只做到底线的教师不批评，但对
做得出色的教师毫不吝啬言辞和诚意地去表
扬，表扬榜样、言说榜样，用榜样激励新的榜样。

王兮就是这样一位被榜样唤醒的教师。
她曾有严重的职业倦怠，甚至一度想辞职，我
在做新教育培训时所讲述的一位新教育榜样
教师的故事打动了她，点燃了她的职业理想，
她也希望能够带着自己班级的孩子踏上一条
阅读之路、一条新教育的幸福之路。如今，她
已成为一名新教育教研员，带领更多教师践
行新教育，共同感受教师这份富有创造力的
职业所带来的成就感和价值感。黄雪萍是一
位被榜样唤醒的、已从教二十多年的“老教
师”。听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新教育榜样教师

讲述自己的故事，她沉浸在激动和向往中。
回到学校后，她开始兴高采烈地规划自己班
级的“完美教室”，设计共读课程，还从自
己喜欢的茶道开启了破壳班的茶文化之旅，
让教育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了诗意。教师胡
艳在接触新教育后，发现原来教育还可以这
样做——把兴趣爱好变成班级特色。因为喜
欢戏曲，她便在教育中发展自身戏曲特长，冲
破学科限制，跨学科融合多项课程，积极开展
以戏曲为主题的综合类课程，还与学生共同
出版了一本原创戏曲绘本《浣花笺》。

对于教师来说，新教育的意义是唤醒，用
梦想点燃梦想，用激情唤醒激情，无数一线教
师通过新教育榜样故事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坐
标，激发了自己的教育潜能，发掘出一个卓越
的自己。

新教育对教师的改变，首先是心态的改
变。“空长灭征鸟，水阔无还舟。”不是天空没
有飞鸟，而是晴空万里，辽阔无边，一两只鸟
简直微不足道；不是水面没有船只，而是烟波
浩渺，水天一色，一两只船也就微乎其微了。
这是胸襟，也是心态。某种意义上说，教师拥
有了这样的心态，便拥有了幸福。

“三专模式”：教师专业成长的直通车

说到新教育教师专业发展“三专模式”，很
多人都不陌生。专业阅读，站在大师的肩膀上
前行；专业写作，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攀升；专业
交往，站在团队的肩膀上飞翔。其实，从专业
阅读到专业写作，中间还有一个被省略掉的

“实践行动”，只有强调研究后的行动，实践后
的反思，才能将专业阅读的收获转化为专业写
作的成果，实现自身专业成长质的飞跃。

我带的博士工作站，研修内容除了邀请
专家讲座，还有学员之间分享读书心得、相互
学习。很多教师在博士工作站养成了良好的
阅读习惯，他们在去上班的地铁上阅读，在旅
行的间隙阅读，让阅读成为了一道最美的风
景。有的还开设了个人公众号，记录着自己
教育生活的日常。教师鲁正群和幼儿园32
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成立了“悦读会”，一起

阅读学习、提升自我。除了“悦读会”这样的
自组织，也有教师发展的梯级培训模式，比
如，“种子教师班相约星期三”读书会就是针
对骨干教师的学习共同体。读书会采取线上
线下共读模式，以任务驱动的方式开展教师
的“五个一”，即“走进一所新教育实验学校，
录制一个荐书微视频，做一次阅读感悟分享，
撰写一篇教育读后感，开展一次课堂实践与
反思”。就这样读着读着，很多教师说自己

“啃”下了曾经觉得晦涩艰深的教育理论，对
教育经验有了审视和思辨，筑牢了教育理念
的基石；澄清了某些错误认知，对有些教育做
法理解得更深刻了，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化
教育经典为实践育人的“金点子”。

美国教育家帕克·帕尔默在《教学勇气》
中说，好的教学来自教师的自我认同和自我
完善。教师在专业发展上往往处于被动式，
或处于低认知层次，只追求知识量的积累，缺
乏对更高认知水平的追求。认知模式是一个
人思考和行动的发动机，是观察和认识世界
的眼镜。教师专业发展，重要的就是改变认
知模式，而新教育“三专模式”促使教师有了
更宽广的视野，有了更深入的对话，有了学以
致用的思考，也有了不断探索的态度。通过
跨学科、跨学段的合作学习群落，教师寻找到
了“尺码”相同的人，强化了学习动机，迎来了
自身成长的契机，教育则有了“共熬一锅石头
汤”的合作协同。

我还想特别强调的是，“三专模式”的最
终落脚点不在专业发展，而在人的成长。专
业阅读并不是为了显摆自己博学，专业写作
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多才，专业交往并不是
为了表现自己的人脉，而是帮助自己成为一
个“真正的人”和“完整的教育者”。所谓“真
正的人”，就是真实、坦荡、不虚伪、不矫饰，就
是陶行知所说的“真人”。这样的人固然也有
缺点，但他一直不断追求自身的完善。所谓

“完整的教育者”，就是身心健康、品学俱佳。
也就是说，“真正的人”和“完整的教育者”应
该人格高尚、情感丰富、胸襟博大、视野开阔、
思想独立、灵魂自由。

赛事活动：让“看见”成就每一位教师

区域教师的成长离不开赛事活动的历练。“每
月一展示”，是我们助力教师成长和学校特色发展
的“独门秘籍”，简单来说，就是新教育实验学校根
据自身的特点自主申报并筹办区级展示活动。

“承担即成长”是新教育的重要理念。“每月
一展示”这样的活动磨炼了教师组织、策划、协
调、研究和表达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帮助他们
成长为学校管理、科研工作的骨干。除此之外，
围绕教师核心素养和能力开展的系列赛事活动，
能够发挥以赛促学、以赛促研、以赛促建的积极
作用。赛后，优秀作品通过“让梦想开花”公众号
等平台传播，能够提高“草根老师”的知名度，让
他们的优秀被更多人“看见”，也让榜样的力量惠
及更多教育人。这既提升了教师的职业获得感、
荣誉感和幸福感，又扩大了新教育实验区的影响
力和辐射力，还加强了学习资源库的建设，“专业
引领、同伴互助、自我反思、行动优化、成果展示”
的教师成长动力循环圈也由此形成。

但依然要强调的是，荣誉并不完全等同于
成长，而新教育让教师得到的最大成长是建立
自我——自我认同、自我实现，甚至自我超
越。教师日复一日地在育人实践中发挥着自身
的创造潜力，让“我”成为了课程，让教育之路充
满了诗意和魅力。比的是专业素养，成长的却是
人。只要比赛就有证书，但证书并非衡量优秀的
唯一标准。比赛的最终目的是呈现教师的饱满
精神状态和教育智慧，成就每一位教师。

新教育人认为，追求幸福比追求优秀更重
要。优秀与否是外在的评价，幸福与否是内心的
感觉。因此他们追求比“优秀”更重要的“幸
福”。参与“每月一展示”等赛事活动，就算没有
获奖，教师也在其间感受到了成长的幸福。

“相信种子，相信岁月”，这是新教育人爱说
的一句话。十年来，我们用行动将“专业成长”变
为“专业地成长”，用对教育的满腔热忱诠释了什
么叫未来可期，用一张张明媚的笑脸为完整幸福
的教育生活作了最美的注解。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新教育研究院院长、
特级教师，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

新教育让每一位教师的梦想开花

孙芳

现代教师素养培育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重
要任务之一，关乎建成教育强国目标。应充分尊重
教师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将教师素养视为各种知识
长期积淀和持续转化的结果，从知识能力素养、社
会素养和自我素养三个维度构建现代教师素养的跨
专业培育机制。

以跨专业知识体验式学习机制，培育现代教师
的知识能力素养。知识能力素养，是指教师进行教
育教学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现代教师的知识能力
素养应兼具结果属性和过程属性，而学习过程体验
对学习结果的影响急需引起我们的重视。教师知识
能力素养的培育不能脱离具体情境。在现代教育教
学情境中，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的“他者”不容忽
视。跨专业知识体验式学习机制，将不同专业背景
的教师安排在同一个学习小组中，通过能够体现

“学习活动、预期结果和学业评估”的课程，提供
知识、情感和行动融通的学习过程，帮助学习者与
他人一起学习，并取得“他者性”体验。就教师职
业特点而言，“他者”经验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学
习资源。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下，跨专业学习者在学
习过程中集思广益、取长补短，有益于实现显性知
识和隐性知识学习的统一。该机制以学习者认知为
基础，以主体反思为中介，以知识迁移为目的，具
有内发性和生成性特点，是现代教师素养培育机制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跨专业师生协同实习实践机制，培育现代教
师的社会素养。教师为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往
往要承担多种身份角色。因此，教育实习不能只侧
重教学技能的训练，更要关注社会素养的形成。应
从协同论的视角出发，跨专业组建本科生、研究
生、高校带队教师和实习学校指导教师的共同体，
引导他们在实践中相互作用、共同理解，进一步实
现社会化。教师社会素养的培育应以主体性教育为
导向，重构多方主体关系。具体而言，跨专业师生
协同实习实践机制，不能停留在“一起教”或“一
起学”的表层上，而要在广泛的教育环境中，探索
与不同专业学习者的深入互动，发展出成熟的教师
社会角色。进入实习场域后，跨专业师生在探究性
文化氛围中，以共同备课等教研活动为契机，建立
相互交流和理解的基础。这不仅可以促使师生把自
身专业知识付诸行动，尊重其他专业的价值，在协
作互助中为共同解决系统性挑战提供有效支持，还
可以提高教师的沟通力和领导力，在实践中打造一
支高素养专业化教师队伍。

以跨专业情感互动激励机制，培育现代教师的
自我素养。作为专业理论和行动选择的调节器，自
我素养帮助教师形成教育教学活动知情意行的连续
过程。现代教师工作带有鲜明的情感性，深厚的情
感素养能够为教师工作提供持续的情感能量支撑。
互动是情感素养的特质，需要通过日常平等交流实
现，可以激发主体责任，促进群体团结合作。跨专
业情感互动拓展了教师平等交流的领域，增加了平
等交流的可能，是一种鼓舞人心的激励机制。教师
自我素养的培育发生在情感互动中，他们在跨专业
互动中丰富专业知识，拓宽领域视野，体验各种各
样的情感经验、意义和关系，从中领悟教师职业的
特性及其需要教师具备的专业素养。跨专业情感互
动激励机制涵盖信任感、获得感和归属感。其中，
信任感是跨专业学习者应对真实或虚拟职业困境时
产生的依赖感；获得感反映了互动的利好过程和结
果，提升了学习者的主观满意度，诱发了情感共
鸣；归属感则立足于群体认同和安全，实现能量在
集体与个体、个体与个体间的传递，形塑了群体特
性。在情感互动中，教师因参加跨专业学习所拥有
的不同符号资源，丰富着他们的自我素养，帮助他
们重塑职业化的自我情感。

跨专业培育机制着眼于现代教师素养的核心维
度，通过体验式学习、协同实习实践和情感互动激
励等方式，试图突破专业单一性给教师素养培育带
来的桎梏，探索从知识追求向智慧生成的转变，致
力于造就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助力实现
教育强国目标。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本文系2022年
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2EDE391］
成果）

构建现代教师素养
跨专业培育机制

教育之道

《教育研究》第11期刊发田慧生《深化课程教
学改革 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提出，课
程教学是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是教育强国建设的
重要基础。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关键举措，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必由
之路，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必然要求，对于全
面落实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应牢
牢把握深化课程教学改革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
战略属性。应着力瞄准深化课程教学改革的战略目
标，注重做强思政引领力，奠定人才竞争力和科技
支撑力，提升民生保障力，强化社会协同力，扩大
国际影响力。应正确处理深化课程教学改革的重大
关系，实现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有机统
一，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培养人才和
满足社会需要的有机统一，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的
有机统一，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的有机统
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
革命席卷而来，教育强国建设目标任重道远，对深
化课程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此，应锻
造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促进科学教
育提质增效，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良好教育生
态，推动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和共享，完善课程
建设管理的体制机制，推动中国课程教学走向世
界。 （李洋 辑）

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是
建设教育强国的重点领域

教师研究

实践育人

“河北省青少年美育戏曲繁星行动”成果汇演近日在石家庄拉开帷幕，图为小演员在
河北省群艺馆表演河北梆子《大登殿》选段。 新华社 发

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人，培养有中国心、民族魂的时代新人，学校教
育责无旁贷。学校应将传统美育文化的价值观念、核心理念和重要内容，融入
各级各类学校课程教学体系，使广大学生亲近中华美学，深刻领会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内涵魅力，形成良好的审美品位，升华人生格局和境界

期刊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