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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

画系教授，研究生及

博士生导师，院学术

委员会委员。长期从

事绘画创作与专业教学，持久开展通识艺术教学

研究，担任《现代绘画理念与实践研究》《艺术

的启示》《艺术、哲学与科学》等课程教师。著

有《知道的和想到的》《看见的不重要》《我们

所不知晓的绘画》《艺术的二十二个遐想》等学

术作品。

蔡元培曾说，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

德育之完成者也。

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自此，全国 1.56 亿义

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的教育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也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教育培养内容以及人才标准

的思考和定位。在一次教育部召开的发布会中，教

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表示：“双

减”实质是美育教育的“双增”。美育教育再次成

为热议话题。

如何做好美育教育？美育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什

么？美育教育重要性的提升会不会进一步拉大城乡

教育差距？如何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让更多

偏远乡村的孩子，获得更好的美育课程？诸多问题

都影响着美育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而在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绘画系教授李睦老师的眼中，美育教育不是

茶余饭后的情志体现，而是实现健全人格的必要条

件，接受美育教育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实现理想

的美育教育更重要的是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性。

培养一种重要的思维能力

李睦老师认为，就像“无体育不清华”一样，

艺术教育是清华学生必不可少的重要教育内容。“在

学生四年的大学生活里，他必须要接受相应的艺术

教育，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健全的人，因为他缺少了

一种特别重要的思维能力。”接受艺术教育既是权

利，也是责任，无关学生的专业是否为艺术类。

李睦老师每年都要带艺术类本科生和非艺术类

李 睦

美育，教育中的重要一环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彩雯

本科生的通识美术课程。两种课程既有联系，也存

在一定的差距。在他看来，通识教育是一种基本教

育，是作为一个大学生的底线教育，是学生实现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通识的艺术教育，

拓展性更多在于学生要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去认识

他自己所处的专业——艺术怎样看待物理学？艺术

怎样看待哲学？这不仅是思维方式的拓展，还是一

个有意思的思维过程。”他认为，艺术教育为学生

打开了另一扇门或窗，让同学们多了一个机会去看

待自己所处的学科领域，从原来单向的、单纯的面

对自己的研究，到多了艺术的视角、多了一个观察

事物的角度，影响他对所学领域的理解，影响他对

生活本身的态度，甚至改变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思路方法和原理。“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国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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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的原因。”

而艺术专业教育就不是一种基本教育了，它更

接近职业教育，很多学生终身要从事艺术领域的研

究和工作。“他们可能会纵深性考虑更多，包括对

绘画技能技术的思考，对技术本身的反思。这本身

也是一个研究创作的过程。”

“三位一体”形成系统的美育教育

对于国内基础教育阶段的艺术教育，李睦老师

感慨：“有点晚了，我们在大学的课堂上不得不花

一定的时间去解决原本在中学甚至小学就应该解决

的问题。中小学的艺术教育还是相对薄弱的。”而

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能与早年公众对艺术教育的偏见

有关。随着艺术课程纳入考核体系，这一局面也会

逐渐改善，中小学校也开始重视艺术教育了。

“理想的美育教育应该是一个系统的教育。”

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接受美育教育的标准应

该如何考量？李睦老师认为，最重要的是阻止学校

超越学生的年龄，给学生进行不必要的超前教育。

“过早地给孩子讲美学，或者审美判断理论，就像

三年级学奥数一样，是没有必要的。”

近年，清华大学确立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

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不断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在艺术教育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第一个阶段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有能力的培养；第

二个阶段以能力培养为重点，也有价值的判断分析；

第三个阶段在学生价值观初步建立的时候，要通过

对能力的认知和对知识的判断分析、甚至是反思，

来相互关联，塑造学生的艺术思维，形成一个生动

的教育体系。

对于更小的学龄儿童，李睦老师建议家长跟孩

子共同成长，根据家长自己的兴趣有针对性的了解

艺术，这样他才能够在孩子的不同阶段，对于艺术

教育有自己的判断并给予一些建议，而不是被动的

追赶社会热潮。“对孩子的成长要有耐心，有时候

家长可能会成为孩子接受艺术教育的阻碍。因为他

对艺术教育的结果有期待，但这个期待是建立在家

长对艺术教育局限性的理解之上的。”

城乡美育差距与乡村美术教师

比起发达地区的美育启蒙和美育教育，更让李

睦老师担心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美育教育，以及

资源不均带来的城乡差距。

在李睦老师看来，目前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整

体艺术素养虽然没有本质差别，但较欠发达地区要

稍好一些。这种差距并非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学

校教育中有更多艺术教育的内容，而是经济发达地

区有更多资源供学生开阔视野。“北上广深的学生

李睦老师在上课 丁荭老师在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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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艺术素养要好一点，可能他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机会

去博物馆看艺术作品，不一定是课堂教学造成的。所以

课外的补充素养也很重要。”但在偏远山村，即使有国

家标准的美术、音乐教材，执行起来却有很大差距，有

些地方甚至没有美术、音乐老师。

李睦老师认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没有博物馆等公共

设施，但可以充分利用“自然博物馆”，只要对学生进

行恰当的引导，还是能发挥很好的教育教学成效的。“博

物馆和自然界的区别在于，博物馆是将自然界中美的内

容提炼出来，集中引导人们去观赏。而在自然界中，如

果学生没有欣赏美的能力，就会茫然，不知道怎么去发

现和欣赏美，此时教师的引导至关重要。这些地区教师

的作用远远大于发达地区教师的作用。”

公益助力美育实践

为了能让更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获得更优质的

美育教育，在清华教育基金会和香港伟新的大力支持下，

教育扶贫办联合清华美术学院开展乡村美术教师培养公

益项目，解决和改善乡村美术教师短缺和专业能力薄弱

问题。李睦老师和另外四位美院老师，带领前来培训的

乡村美术老师，学习以问题为导向，以成效为目标，通

过系列专题（色彩与创作、素描与创作及速写与创作）

学习，采用专业授课、作业讲评、专题讲座、分组研讨

等多种方式，提升他们的专业水平及教学能力，促进乡

作者：河北平乡县第二中学李林静

作者：福建省南平市蒲城县五一三路和平小学陈娟

作者：安顺市西秀区新场乡中心校李刚

南涧美术教师杨继宗老师在乡村美术教师培训结业式上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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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教育进步。

乡村美术教师培训项目通过一次次的素描课、

色彩课，通过一遍遍的静物、风景、人物绘画，引

导乡村美术教师学习如何评价画面的相对优劣，引

导他们通过画面与创作者个人性格及情感建立联

系，通过创作与孩子进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每

个环节都与审美判断关系密切，乡村美术教师能够

从中获得更多的思考和判断，并逐渐形成一个完善

的美育体系。当他们再面对孩子时，能为孩子们带

来思想和视野的改变。

李睦老师非常感谢伟新教育基金有限公司创办

人及董事李贤凯先生捐赠支持乡村美术教师培训这

一项目，“（我对李贤凯先生）充满了尊敬甚至是景仰，

他年复一年地做这件事，而且没有任何关于个人或

企业的诉求，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如果没有疫情，

可以邀请他来看看老师们的作品和教学情况。”

李睦老师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乡村基层的美术

教学或艺术教学，吸引更多年轻教师加入进来，这

样才能更好地延续乡村美术教师培训项目，让更多

基层学生从中受益。

从 2017 年开始，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和香港伟新教育基金的支持下，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联合美

术学院面向教育资源匮乏地区一线乡村美术教师持续开展专题培训，策划和组织实施专题培训。通过专业

和系统的学习，培养一批扎根乡村、传播美育的种子教师，提升乡村一线美术教师的艺术素养及教学专业

能力，推动乡村教育发展。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从 2020 年开始，项目团队和老师积极创新学习模式，将美

术教师的学习课堂搬到了线上，取得了良好效果。

《那山，那水》

作者：曹伟老师

材料：纸本、铅笔

乡村美术教师培训项目

《窗外》

作者：望艳艳老师

材料：素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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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苇》

作者：江馨老师     材料：油画棒、色粉笔

《寒立的群鸽》

作者：赵华老师     材料：水彩、铅笔

《蛮》

作者：李林静老师    材料：素描纸，铅笔

《生活》

作者 : 于晓智老师     材料：马克笔

《工作日常随笔》

作者：王烨老师     材料：速写、铅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