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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总书记做好学校美育工作的重要

指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坚持立德树人，遵循美

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本着让祖国年轻一

代身心都健康成长的初心使命，于2020年开创

性地启动了上海学校美育引领工程，瞄准校长

群体，致力于以提升全市校长的艺术素养为核

心，以促进本市学校美育工作水平为目的，重点

建设了上海市中小学（含中职）校长艺术素养提

升研修班等多个项目。工程具体由上海市艺术

教育委员会推动与实施。

强化美育“第一责任人”意识

2021年1月15日下午，在上海大剧院出现

了罕见的一幕：参加“高雅艺术润校园——上海

市中小学校长艺术素养提升研修班”综合版块

的60多位学员在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的带领

下，以“表演者”的身份站上了大舞台，感受面向

观众那“一瞬间”的冲击力，这是结业典礼最震

撼、最难忘的高光时刻。身临其境的上海戏剧

学院附属静安学校校长孙玮敏激动地说：“这是

从未有过的‘待遇’，能以演员的身份站在如此

高规格专业的舞台，面对台下的观众席，给我的

视觉冲击和美感体验是巨大的，也陷入了思考，

自己将如何表现才能不负观众、不负舞台。美

育也要有‘观众’视角。”而作为结业式的压轴

戏，赏析昆剧《浮生六记》，让所有的学员再次感

受了“百戏之祖”的魅力，增强了文化自信，更坚

定了传承好中华传统文化的决心。

致力于构筑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融为一体，形成贯通的校园“美育

长城”，营造以美育人的“美育花苑”，一直是上

海教育界多年的追求。如果说，学生安全健康，

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同样，在学校美育实施

上，校长也是“第一责任人”。面对关系学校美

育的大局、大事，上海市教卫党委、市教委将提

升校长艺术素养作为推进学校美育的“关键要

素”，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2020年6月

启动的“高雅艺术润校园——上海市中小学校

长艺术素养提升研修班”，正是强固校长是学校

美育工作“第一责任人”意识。这项工程的落地

和落实，一个最重要的抓手，就是通过校长艺术

素养的提升，进而提高学校美育的“能见度”。

更多校长变身为“斜杠”达人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曾说：“一个好校长就是

一所好学校”。

沪上首开的“上海市中小学校长艺术素

养提升研修班”，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指导、上

海市艺术教育委员会主办、上海市科技艺术教

育中心联合上海市教师教育学院共同承办，三年

来精心筹备、倾心实施，是“上海市文教结合”重

点项目。芭蕾、交响乐等艺术领域的“小白”校长

们，纷纷近悦远来，走进了艺术殿堂。他们先来

学、先来做、先来悟，了解并认识艺术对人和社会

发展的重要性。在学习过程中，更多校长变身为

“斜杠”达人，外行变内行，从而十分有助于他们

回到学校后切实推进艺术教育。

研修班自2020年启动以来，共招收校长学

员1000余名，合计开设过舞蹈、交响乐、戏剧、舞

台剧、美术、歌剧、中国画、综合等多个版块，共

开展培训活动284场，其中名师讲座89场、精品

导赏95场、实践体验100场。共计培训校长学

员69000余人次。校长学员对研修班各方面满

意度在93分及以上。

市艺教委表示，争取用5-10年

的时间，不断开拓艺术课程培训门

类，创新课程教学形式，将优质的艺术素

养提升课程惠及到全市5000余名中小

学校长，力争扎实有效地建设一支能够引领基

础教育综合改革、高绩效提升学校美育工作的

中小学（含中职）管理者队伍。

学校美育工作有了“主心骨”

作为沪上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增加艺

术欣赏、艺术修养、艺术审美、艺术管理的创新

性培训项目，作为利用社会资源打通学校美育

“最后一公里”的全新探索，作为倾全市之力，形

成学校美育有序衔接、合作共享的平台建设，研

修班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留下

了许多值得寻味的启示。

启示一：从高处着眼：站稳立德树人、以美
育人的“立场”。上海市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陈克

宏认为，举办研修班，就是为校长的学校美育领导

楔入“主心骨”，为营造学校美育氛围注入“活水”，

为美育“指挥棒”的“掌门人”增添“领导力”。

启示二：从深处着力：增加艺术理解、以艺
内化的“气场”。研修班采用“名师讲座+精品导

赏+实践体验”等形式的综合艺术素养提升活

动。通过互动课堂、话剧台词互动课、舞蹈体验

工作坊、芭蕾基训公开课、开放音乐会排练、参

观交响乐博物馆等多种形式的互动体验活动，

提升校长对艺术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优秀艺术

作品的认知。校长们还将互动体验过程中所获

得的方式方法，运用到学校的艺术特色创建、艺

术校本课程开发等艺术教育普及活动中。

启示三：从广处拓展：利用各方资源、以联
成势的“市场”。研修班突破了部门所有制，在

学校资源、社会资源的打通上颇有建树，在艺术

部门与非艺术部门之间架起了携手共进的桥

梁，打出了多部门协作、多资源共享、多方法整

合的“组合拳”，让艺术不再是‘阳春白雪”，校长

培训也不再是“封闭式”理论学习，为文教结合、

艺教结合、学练结合提供了新样板。

美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上海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学校美育工作。2021年，中共上海

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本市学校美育工作的

实施意见》，分步分类实施学校美育工作，把“提

升美育和人文素养”作为上海教育综合改革国

家试点的重大任务，举全市之力推进美育工作。

为更好地构建“五育并举”教育体系，营造

美育氛围，加快推进上海学校美育事业发展，牵

好美育教育的“牛鼻子”，上海市艺术教育委员

会紧抓“校长引领美育计划”，全面提升全市大

中小学校管理者的艺术素养和美育管理水平。

市艺术教育委员会陈克宏主任表示，为全市高

校、中小学、幼儿园的美育工作推进与社会优质

教育资源的“贯通”提供桥梁，市艺教委担负着

重要的使命，也是职责所在。

有一位校长对整个培训的感触用“四个结

合”来表达：第一个结合是知识传授和实践体验

相结合；第二个结合是单向的培训与双向的沟

通相结合；第三个结合是个人提升与学校发展

相结合；第四个结合是精心策划与动态调整相

结合。

研修班学员、敬业初级中学校长苏敏由衷

地说：“本次培训体现了市教委对学生艺术素养

的重视，文化引领，五育并举，都要求校长具有

艺术的领导力和境界。原本我参加就是抱着放

松的心态，现在我有了责任和使命感：以美启

真、以美引善、以美导行、以美育美、以美立德。”

本市全面落实“校长引领美育计划”
牵好美育教育的“牛鼻子”

提升校长美育教育水平
助力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
——上海市中小学校长艺术素养提升研修班纪实

“从历史上看，一个民族在最兴旺的
时候，艺术成就必伟大，美育必发达。”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八

位老先生的重要回信中，高度肯定美育
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性，并就做好美育
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吹响了加快推进教

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号角。强教
必先强师，强师必先强校长。有了高质量
的校长，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在校园里
开展好美育教育，校长是关键人、领头人。

视觉设计∶薛冬锟

将艺术导赏配送进校园
培训中，我深刻感受到了上海国际

舞蹈中心的魅力——它有着上海最好

的舞蹈剧院、最优质的舞蹈演出、最专

业的舞蹈教师……在独享国际舞蹈中

心优质资源的时候，我的心中冒出一丝

丝遗憾，可惜青浦的孩子不能享受到。

于是，我抓住青浦区教育局“十四

五”综改项目之一《青浦区推

进文教结合学校美育改

革项目》方案的实施与

修订这一契机，一是

借助上海戏剧学院舞

蹈学院的专业力量设

计艺术导赏活动，将

艺术导赏配送给各个

中小学校，让广大中

小学生通过导赏了解

舞蹈，激发学生走进剧院欣赏舞

蹈的兴趣。二是收集上海国际舞

蹈中心发布的演出信息，选择符合学生学

习需求的演出内容编辑成演出菜单，将演

出菜单转发给各基层学校，帮助学生实现

走进剧场欣赏舞蹈的愿望。我们希望通

过“导赏”加“菜单”的活动闭环激励更多的

孩子走出校园、走进剧场，享受舞蹈之美。

青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副主任 曹吟欢

学生因戏剧而快乐自信
培训结束后，我们学校与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签署了戏剧教育基地的共建协

议，使师生们能够通过跨学科融合戏剧

教育教学和演出创作，提升文化艺术素

养，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培养学生多方面

的能力。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向学校派送常规

戏剧拓展课及戏剧社团的辅导老师或课

程设计制作服务，指导学生的戏剧社团及

戏剧发展课课程。为丰富学生的校园文

化生活，学校每学年都会带领学生话剧社

孵化一出戏剧作品。同时，我校还充分发

挥上话文艺院团优势，为老师以及话剧社

学生提供团购优惠观摩话剧、后台之旅参

观和导赏、交流演出的机会。

我觉得，戏剧教育是一个充满想象和

梦幻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学生们因戏

剧而快乐、因戏剧而自信、因戏剧而释

怀。学校的戏剧教育将成为孩子们成长

的伙伴、成长的乐园和成长的记忆。

上海市康健外国语实验中学副校长 张威

传承优秀文化的新视角
中华艺术宫的“开天辟地——中华创

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成果

展，汇聚了中华创世神话工程优秀成果。

我校借助这一展览资源，组织全体党员、

团员，以任务驱动为主要方式，融合行动

研究法，分别聚焦“盘古开天”“女娲补天”

“大禹治水”“仓颉造字”“神农尝百草”神

话故事，综合美术、语文、自然和数学等学

科知识应用，指导约   多名学生开展了

以“走进神话经典 探索文化延续”为专题

的跨学科项目化学习。

在成果汇报阶段，教师布展了学生的

绘画作品、探究小报等。孩子们的作品让

人惊艳，他们的感悟更令人感动。本次项

目是我校党建“蔷薇红”品牌与教育教学

的融合，是蔷薇小学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先导与文化自信孕育的育人价值

的一次探索。我们希望引领学生打开视

角，进一步促进学生深度学习，让党建落

地在课程、在课堂、在师生中间。

上海中医大附属闵行蔷薇小学校长 陈晓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