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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搬”进
美术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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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在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实验剧场里，上海
民族乐团唢呐演奏家胡晨韵携手琵琶演奏家刘嘉、二胡演奏家
董施栾，以演绎加讲述的方式向观众介绍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与
西域的关联。2月以来，该中心推出“国风里的文艺范儿”——
沉浸式系列体验课程，  场包括书画、民乐、美妆等不同主题内
容的国风文化课程，一经推出就被“秒抢”，场场爆满。

目前，社会大美育计划以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的新成效，依托上海市民文化节、上海公共文化服务配送、上
海市民艺术夜校、上海社会大美育课堂四大核心项目，全力构
建“全民、全龄、全域、全时”的美育格局，为满足市民日益增长
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和
亚洲演艺之都，培育出更广泛的观众群和“朋友圈”。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本报记者 吴翔 文 王凯 摄

超额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

        美育无界

创建品牌 彰显个性

让美好触手可及时时可见

如今，几乎每个艺术场馆、机构

都有独具个性的品牌美育项目。

今年，不少“社会大美育”课堂推出

新项目，或是经典品牌进阶版。

走近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

“对对对书店”，就会被门口的托特

包吸引，它是以往展览海报做成的

衍生品，通过拆解、拼贴、挪用和重

组后再次赋予其新意。这是该馆今

年春天开的自主品牌店，其单轨书

架独树一帜。此外，艺术体验区域

也成为新的公共艺术教育空间。围

绕书店自有品牌结合店内精选绘

本，“填色游戏”“创造时间”“拗个造

型”等艺术体验活动每周末轮番上

演，还携手华师大美院呈现一组六

期的先锋艺术家工作坊。这家书店

不仅是博物馆的美育空间载体，也

是展览的延伸体验、诠释空间，亦即

美育本体。

再比如西岸美术馆打造“书

架”“椅子”“实验台”三种系列品牌

美育也很有特色。“书架”项目是在

与参与者的共同筹建、阅读和流动

分享中加强知识交流共建的实践；

“椅子”项目通过影像沙龙、艺术表

演沙龙和讲座沙龙强调艺术感知

的传递；“实验台”项目则通过各种

工作坊与参与者“共创”实践，形成

固定受众群。2023年，在过去筹建

计划的基础上，“书架”项目全面升

级，新增“共读计划”和“流动计

划”，形成家门口的艺术阅读空间。

未来，市文化和旅游局还将推

动“社会大美育”课堂成为一项持

之以恒、常办常新的实事项目，让

更多市民走得进场馆、看得见艺

术，与大师名家对话、用艺术点亮

人生，将艺术普及、人文教育融入

日常，推动整座城市与美同行，奋

力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

■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
馆）  月  日为中小学生开启

了“美术馆现场教学课”。作为

市文化和旅游局首批“社会大

美育课堂”代表性项目，“美术

馆现场教学课”以馆校联动、共

同策划的创新合作模式，设计

出满足不同年级、不同特点学

生需求的课程，涵盖导赏、实

践、拓展等多种不同形式。许

多中小学生走进中华艺术宫，

参加美术馆现场教学课，让丰

富的艺术资源与科学的课程设

置成为校园教育的有力补充。

■ 徐家汇书院 4 月开

启第一堂“社会美育课”，内容

围绕西岸美术馆常设展《万物

的声音》展开，用趣味的互动形

式带领大众看懂“看不懂的”现

当代艺术，呈现西方现当代艺术

史脉络，让更多市民读者走进美

术馆，融入美术馆，体验多维艺

术生活，共谱城市文化图景。

■ 上海交响乐团 今年

开展了“全城古典”美育活动。

    年上海夏季音乐节期间，

上交青年演奏家们走出上交，

走进上海各大历史古迹、城市

公园、潮流地标、生活街区来了

一次“地标快闪”，为不期而遇

的市民游客，献上风格各

异的古典和跨界音乐

作品，让音乐的旋律

徜徉在上海的

街头巷尾。

在胡晨韵主讲下，市民通过《弦

歌行》了解琵琶与二胡，通过《飞天妙

音》鉴赏箜篌……未来，浦东新区文

化艺术指导中心推出的这项“‘古·典’

穿梭机”计划将分为三大板块，包括：

沉浸式“古·典”系列 ——围绕国画、

民乐、汉唐文化等“古”，西洋画、古典

钢琴、西方古典文学等“典”开设赏析

讲座；定制巡讲——进商圈，进楼宇，

提供文化定制巡讲活动；文化探班

——对接上海专业院校，邀请市民进

剧场、探后台、访名家。

这两年，市民艺术夜校越来越

受追捧，上海市群众艺术馆自2016

年开办市民艺术夜校，始终是备受

关注的创举。市群艺馆是总校，各

区县乃至院团所在地都成为分

校。今年，位于上海市中心的老牌

书场乡音书苑，也成为市民艺术夜

校教学点，夜校课程不仅包含了评

弹理论知识，更与演唱、表演相结

合。学员对指导老师的循循善诱

赞不绝口，甚至还有人专门从苏州

赶来上课。除了评弹之外，今年上

海淮剧团还在市民夜校秋季班上

增设了两门新课程——戏曲水袖

和戏曲团扇。“在这里我不仅学得

一门乐器，还真正帮助我培养一些

自己的兴趣爱好，一些真实的、纯

粹的热爱，可以是音乐、舞蹈，或者

是任何能滋养我们生活的‘美

好’。”夜校学员徐女士感叹道。

专业场馆也在以灵活多样化的

美育形式满足不同年龄、背景、兴趣

的人群需求。继中华艺术宫（上海

美术馆）开展“美术馆现场教学课”系

列公共艺术教育特色课程后（见左

下图），浦东美术馆携手英国泰特美

术馆也发起首届“美普绘——少儿

艺术家培养计划”，引导少儿从艺

术观赏者转变为艺术共创者。上

海博物馆推出面向听障群体的美

育活动，邀请特殊学生体验无障碍

导览讲解和非遗古籍装帧技艺。

“社会大美育计划”，是继“大

博物馆计划”“大美术馆计划”之

后，上海市文旅局推出的第三个

“艺术计划”。上海博物馆是“大博

物馆计划”的主要平台，中华艺术

宫是“大美术馆计划”的核心场馆，

上海市群艺馆乃“社会大美育计

划”的重点原动力。“社会大美育计

划”作为一个提升全民审美素养、

回应全民审美需求且“从娃娃抓

起”的大工程。起步阶段，一边以

市群艺馆为主抓手，通过市民艺术

夜校形成美育培训网络；一边以中

华艺术宫为主场馆，凝聚全上海所

有美术馆形成美育大环境。

今年，“建筑可阅读”——上海

文旅融合创新实践项目入围了第

二届三联人文城市奖“城市创新

奖”子奖项。如今，在苏河湾City

Walk，市民可手持文旅护照和13

桥全域文旅地图，漫步在沿着城市

的一段段故事里，打卡敲章；也能

在转角遇到美术馆——上海苏富

比空间、亚太地区首家Fotografiska

影像艺术中心、苏河皓司、没顶画

廊等一批全球头部艺术机构散布

于此，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馆藏

展、苏河艺术双年展、“苏河艺术

季”国际艺术展等高品质文化艺术

展览和活动，让人们徜徉在艺术的

世界里。走累了，坐上地铁也能感

受艺术氛围。今年，为了配合上海

历史博物馆“江海撷珍——长江口

二号科学考古进行时”展览，徐家

汇地铁站打造了一条艺术长廊，大

海般的深蓝色在展墙上铺展，“长

江口二号”古船用拟人化口吻，讲

述自己被发现和打捞的故事。

诸多场馆除了进社区、学校和

楼宇，还用艺术点亮城市的各个角

落，从有界到无界，为人们的City

Walk构建多元艺术情境，营造城

市艺术生活。同时，文化场馆服务

纷纷跨界。在博物馆看电影、在图

书馆听音乐会、在剧场里做手工已

成常态。上海图书馆尝试整合表

演艺术、视觉艺术领域的美育资

源，为读者创造全新学习方式，还

联合上海歌剧院推出“诗乐书画 ·

艺术沙龙”。新民晚报也以专栏

“让城市空间美起来”“让日常生活

美起来”作为呼应——让更多人去

美术馆、博物馆、群艺馆打卡。

    年，创新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打造   个‘社会大
美育’课堂，推出    场艺术
普及教育活动”被列为上海市
为民办实事项目，将遍布全市
的专业艺术资源转化为社会美
育资源，以高质量公共艺术教
育供给，满足市民大众高品质
生活需求。据统计，截至  月，

上海113个“社会大美育”课

堂紧紧围绕文博展览、艺术演
出、全民阅读、非遗活动等专业

资源，共举办7000余场艺

术普及教育活动，完成率分别
达到   %和   .7%，已经提
前超额完成本年度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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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夜校 享受美好

申城全力构建“全民、全龄、全域、全时”社会大美育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