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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校美育工作 
 

高校美育是培根铸魂的工作，全面加强和改进美育是高等教

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

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推动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新

发展，是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基本内容，是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 

一、政策参考 

各高校要明确普及艺术教育管理机构，把公共艺术课程与艺

术实践纳入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实行学分制

管理，鼓励高校开展学生跨校选修公共艺术课程和学分互认。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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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学生须修满学校规定的公共艺术课程学分方能毕业。 

——2019 年 4 月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

美育工作的意见》（教体艺〔2019〕2 号） 

 

树立科学成才观念，创新德智体美劳过程性评价办法，完善

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改进美育评价，推动高校将公共艺术课程与

艺术实践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实行学分制管理，学生修满规定学

分方能毕业。 

——2020 年 10 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高等教育阶段将公共艺术课程与艺术实践纳入学校人才培

养方案，实行学分制管理，学生修满公共艺术课程 2个学分方能

毕业。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将美学、艺术学课程纳入研究生教育

公共课程体系。 

——2020 年 10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二、理论观点 

当前美育评价机制中存在着逻辑不周延的问题。具体来说，

美育评价应包括对教师、学生、内容、方法以及效果等多方面的

评价。完善我国美育育人评价机制，需要深入研究并建构学生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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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审美素养评价体系；将美育渗透到“德智体劳”四育之中，并

把美育作为其学科教育评价的指标体系；加强全学科教师的审美

素质培养，把审美素养纳入教师评价体系。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叶小钢 

高校美育是学校美育体系的重要环节，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

本问题。本次《高校美育意见》结合发展形势，再次强调公共艺

术课程学分，各校要根据实际情况，在确保底线要求的前提下，

更好地推动高校公共艺术课程学分化建设，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在

此基础上提出更高的学分目标。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负责人 

 

三、实践探索 

浙江大学多举措推进美育评价工作 

1.制订面向“十四五”的美育发展规划，出台贯彻落实《教育

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的实施细则，

从总体目标、建设内容、主要举措、组织保障等方面对加强美育

工作作出部署要求。 

2.将美育纳入学校一流本科教育行动计划，并将美育工作成

效作为人才培养质量重要评价标准。 

3.开设文学、音乐、戏剧、舞蹈、书法等美育类通识课程 40

余门，要求本科生至少修读其中一门课程，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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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艺术活动，推进美育全覆盖。 

4.建立健全美育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同等待遇机制，把组织

开展课外指导、课余排练、竞赛展演等纳入教学工作量，将美育

教学成果作为美育教师考评考核的重要参考因素，适当提高开展

美育公共教学在考核评价中的比重。 

 

四、有关建议 

    1.重视学生美育评价。将公共艺术课程与艺术实践纳入人才

培养方案，制定学分管理标准，面向全体学生普及艺术教育。 

2.配齐配好美育教师。在艺术教育中心基础上，探索建立公

共艺术教学部或美育教学工作室，建立符合美育特点的教师职称

评审制度和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教师提高美育教学质量。 

3.规范公共艺术课程。打造“必修+选修”“理论+鉴赏+实践”

的立体化美育课程体系；以艺术通识课程为主体，开设以审美和

人文素养培养为核心、以创新能力培育为重点、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和艺术经典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公共艺术课程。 

4.构建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互结合的美育体系。深挖在课

外活动、学生社团、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方面的美育内涵，完

善课程教学、艺术实践、校园文化活动、艺术展演“四位一体”

的普及艺术教育推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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