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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季开学，新版义务教育艺
术课正式“上线”。教育部教材局负责
人表示，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改革
了艺术课程设置：一至七年级的艺术
课以音乐、美术为主线，融入舞蹈、戏
剧（含戏曲）、影视（含数字媒体艺术）
等内容；八至九年级分项选择开设，学
生可以选择两项或以上学习。

新课程增科扩容加强综合性

自9月起，小学和初中学生的艺术
课程有所变化。此前，艺术、美术、音
乐为三门独立课程。而按照2022年版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新艺术课包
括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影视等内
容，综合性更强。

教育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修
订组组长胡智锋表示，过去强调的是
音乐、美术单科教育，现在综合性加
强，艺术课成为涵盖五部分内容的综
合课程。“此次课改的核心变化在于，
教育理念从育学转为育人。涵盖五个
领域内容的新艺术课，可以更好地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他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
晖认为，舞蹈、戏剧、影视的加入，可以

提升艺术课的实践性，加强学生的体验
感。他说：“原来的课程重视知识、技能
的获得，现在则强调在现实情境下培养
学生的感知、表达、创作等能力。”

教育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修
订组专家兼影视组负责人王琦表示，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的逐渐发
展，越来越多的交互性产品进入普通
人生活，中小学学生已经开始接触大
量的数字媒体艺术知识，学校在教学
过程中也应涵盖相应内容。

让艺术教育更加“立体可感”

一段悠扬的琵琶独奏后，随着六幺
舞视频片段的播放，身着汉服的学生口
中诵读《将进酒》缓缓步上前台，摆出
《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优美造型……这
是全国中小学美育教学指导专业委员
会委员孙小华的新课标教研展示。

孙小华表示，学科融合是本次课改
的重要探索，目的是增强学生综合美育
素养，让艺术教育更加“立体可感”。

根据新课标，一至七年级需有机
融入舞蹈、戏剧、影视内容。例如，三
至七年级的舞蹈主要学习舞蹈基本元
素、舞蹈片段、主题即兴表演等。戏剧

则选用音乐、语文、外语等教材中的教
学素材，进行课本剧编创表演等。影
视则让学生在欣赏优秀影视作品的同
时，开展实际操作。记者看到，新课标
还设计了创编校园微电影、定格动画
等内容。

“大象、狮子的动作是什么？”北
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舞蹈教师
林子璇带着学生模仿各种动物的动
作。她说，低年级教学尽量在舞蹈中
加入游戏元素，激发学生兴趣；高年
级则融入美术、舞剧、歌剧等内容，以
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教学让学生
体会艺术乐趣。

八至九年级开设的课程内容更加
深入，实践性更强。比如，有的学校从
语文课本中选出名篇让学生改编成话
剧，分角色表演，互评互议。

如何评价学习效果？新课标提
出，各艺术学科学业质量标准要具有
可测性、可评性，不设水平等级。

“避免单纯以分数评价学生。”广
州市玉岩中学艺术科组长苏龙婵介
绍，学校会动态检测学生学业水平提
升情况。在期末进行统一的教学质量
检测，主要包括课堂表现、技能展示、
知识储备。

对教学提出更高要求

采访中，不少一线教师认为，艺术
课程内容增加对教师的专业素养、综
合能力和教法创新都提出了挑战和更
高要求。

“我们观看了教育部和多所高校
专家的在线分析解读，同时进行多学
科集体备课，寻找共同的学科融合点，
探索融合教学。”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
学音乐教师何凤龙说。

长春市明德小学教学副校长安晓
波介绍，语文、音乐、美术等多学科老
师共同备课，多学科联动，比如让英
语、语文教师从文学鉴赏的角度，补足
美术、音乐教师戏剧知识的不足。

“我们邀请了非遗文化传承人、艺
术名家、电视台编导等为师生培训，并
聘请他们作为兼职教师开设课程、办
讲座。”苏龙婵说，学校借助社会资源
补充艺术教学专业性的不足。

针对农村学校艺术教师数量不
足、能力不够的情况，一些学校采用集
团化办学方式帮扶。鞍山市千山区旧
堡小学副校长刘丽伏表示，已经和周
边几所农村学校成为教学集团，促进
教师交流、选派骨干教师指导教学。

重庆谢家湾一学校的学生在练习
木工技巧。

2018年9月以来，重庆市九龙坡区
着眼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教育问题，
着力创新课后延时服务。

九龙坡区坚持“全面发展与个性成
长”“知识普及与实践参与”“文化辅导

与特色培养”相结合，鼓励学校自主设
置“特色化”“菜单化”“本土化”服务课
程，开设体艺、劳动、阅读、科技等各类
课后服务特色课程近600个，激励学生
按自己的优势去发展，受到学生及家长
的欢迎。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我将以奉献之志响应国家号
召，展示青春风采。”西南大学文学院
2022级优师班新生孙小瑞说。西南
大学自2021年启动“优师计划”招生
以来，目前已高质量完成300个优师
专项招生计划。

作为培养公费师范生人数最多、
承担国家“优师计划”专项的部属师
范大学，西南大学党委书记李旭锋表
示，必须坚守师范教育底色，发挥综
合性大学优势，着力培养乐于从教、
扎根基层、全面发展的基础教育中坚
力量，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师队伍
注入源头活水，为推动乡村教育振兴
和基础教育均衡化高质量发展作出
应有贡献。

针对如何发挥师范教育优势，为
“优师计划”师范生培养注入更多养
分，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表示，要深
化办学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教师教育
理论体系，创新师范生培养模式，将
学校建设成为全国教师教育高质量
发展和服务国家乡村基础教育振兴
的高地。

据悉，西南大学将举办贯彻实
施“优师计划”师生座谈会、研究生
支教团与新生见面会等，聚力解决
教师“留得住”“教得好”“有发展”等
问题，为推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基
础教育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贡献更
大的力量。

西南大学：

完成300个优师专项招生计划
■ 胡航宇

《陪孩子走过初中三年》

新版义务教育艺术课正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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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孩子做朋友，我们就得像个朋

友，不能对朋友做的事，我们都不能做。
走过小学六年，乖巧听话的孩子，

悄悄变成了满身是刺的小刺猬。莫名
其妙的偏执、终日紧闭的心门、偷偷进
行的恋爱……这些看似叛逆的背后，蕴
含的却是成长的力量，孩子的自我意识
萌芽了，他们急于证明——我已长大。

“陪伴教育”专家刘称莲将自己陪
女儿走过青春期的故事娓娓道来，让
我们明白对眼前“来得偶然，去得必
然”的孩子，作为父母能做的就是“尽
其当然，顺其自然”。因为所有教育的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孩子健全地离
开我们的怀抱，在外面的世界里找到
自己的位置。

9月 19日，教育部发布《新农科人
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下称《指
南》），其中提到要引导涉农高校加快布
局建设一批具有适应性、引领性的新农
科专业，加快培养急需紧缺农林人才，
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能力。

《指南》显示，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
性专业的设置原则包括对接重大需求、
发挥引导功能、实施动态调整等。

《指南》指出，对接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
新产业新业态，面向粮食安全、生态
文明、智慧农业、营养与健康、乡村发
展等五大领域，设置生物育种科学、
生物育种技术、土地科学与技术、生
物质科学与工程、生态修复学、国家
公园建设与管理、智慧农业、农业智
能装备工程、食品营养与健康、兽医
公共卫生、乡村治理、全球农业发展
治理等 12 个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
专业。

12个新农科人才培养专业发布
■ 张 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