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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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要求，面向全体
艺术教师开展培训，采用专题讲座、案例研讨、工
作坊、线上线下混合式研讨等开展培训。

沈阳市组织音乐、美术教研员进行学习研
讨，组织全市义务教育阶段音乐、美术教师参加
课标培训和解读活动，全市部分音乐教师代表参
加市级戏曲专项师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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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位专家建议，学校应联合美术馆、博物
馆、音乐厅、歌剧院等办学，丰富、优化相关课
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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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学提出
更高要求

新版义务教育艺术课正式“上线”

刚刚开学，长春市初
中生董伟惊喜地发现，艺
术课变得更加丰富、有
趣。“过去只有音乐和美
术，现在新增了舞蹈、戏
剧、影视，而且可以自选学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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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李
双溪、王莹、郑天虹、宋佳

▲辽宁省鞍山市千山
区旧堡小学舞蹈社团排练
舞蹈。

▶2022年7月，沈阳评
剧院演员到沈阳市浑南区
第九小学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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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课程增科扩容
加强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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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艺术教育更加
“立体可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