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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艺术素质进行测

评，可能会拉动艺术培训市场的

需求。”北京市海淀区校园舞蹈

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校长徐敏贤

说，一些培训机构为了吸引学生

及家长花钱培训，宣传“3 个月

保证学生考级成功”，对学生进

行填鸭式教育，应付考级。跟这

样的培训机构学习舞蹈，基本功

很差，走起路还驼背。

“提升艺术素养的关键是

让孩子多了解、多观察、多表

现，而一些培训班不是启发孩

子观察能力、感受能力，而是千

篇一律地去追求等级证书。”上

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

计学院副院长姜君臣说。

北京精英教育传媒研究院

副院长石磊说，艺术考级把孩

子简单、生硬地局限在一个框

子内，过早地束缚了他们的艺

术发展领域，这样不利于美的

教育。

有些艺术培训过度追求商

业利益。“只要参加一个比赛，

交报名费了我就给你证，还可

以出国比赛、汇演，一个人好几

千块钱。”一名业内人士表示。

鉴于一些艺术培训教材、

教育方法、教师队伍等良莠不

齐，一些培训机构处于私下办

班、无人管理的状态等现象，沈

阳白杨艺术教研室负责人白杨

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启用

科学的教材和教育方法等加以

规范，对培训机构从业人员进

行资格认证和定期考评，以保

证艺术培训的质量。

（据新华社）

不可或缺的教育内容
——关注教育部出台“艺术教育”的三个办法

教育部日前出台《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中小学校艺

术教育工作自评办法》和《中小学校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办法》，

同时确定全国102个中小学艺术素质测评试验区，要求试点实施中

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并将其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档案。

分析人士指出，加强艺术教育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

部分，但从事艺术测评涉及具体操作方法，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强

化管理，并规范艺术培训市场。

测评办法明确要求，今后

初中和高中阶段学生艺术素

质测评结果将作为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学校要

如实记录每一名学生的艺术

素质测评结果，纳入学生综合

素质档案；学生艺术素质测评

的依据是学生的写实记录、成

绩评定，同时参考教师评语、

学生互评、自我评价等。

“建立中小学艺术教育测

评制度，是检验学校艺术教育

成果的重要手段，是改进和加

强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重要依

据。”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

育司负责人指出，研究和出台

“三个文件”，填补了艺术教育

评价制度的缺失，对于全面提

高学生的审美素养、促进学生

全面健康成长，意义重大。

办法中提出社会艺术考

级、艺术竞赛的等级名次证书

等不能直接作为艺术特长测

评的依据。但记者采访发现，

测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学生在艺术培训的积极性。

武汉市水果湖二小学生

家长刘女士说，孩子从小熏陶

些艺术气质，对成长有利，针

对艺术测评和将来高考改革

的需要，自己会尽可能根据孩

子的特长和兴趣为孩子选择

艺术培训课程。

“将艺术素质测评跟升学

挂钩，会不会让孩子刚从‘学

科补习班’中解救出来，又走

进‘艺术培训班’？而且艺术

培训的成本更高。”武汉市洪

山区梨园小学学生家长杜女

士担心地说。

据了解，艺术教育投入不

菲，以武汉为例，通常的钢琴、

小提琴 1 对 1 学费每 45 分钟

150 元左右，且会随着孩子级

别提升价格上涨，名师更为昂

贵；围棋小班授课每次约 100

元，画画小班授课每次约 200

元。许多知名老师和机构都

是满员，需要老学员或者熟人

推荐才能加入。

加强艺术教育，提升审美素养

完善测评细则，淡化功利色彩

教育专家指出，艺术教育

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要引起学校方面的重视，

将其摆在一定位置，切实予以

保障；其次还要制定相关的操

作细则，保证测评落到实处。

“一方面，对学生艺术素养

的评价要更科学、更全面，另一

方面，要倡导家长客观看待和

发掘孩子的艺术潜力。良好的

艺术修养是获益终身的，不仅

仅是为了升学，也是自我完善

的需要。”上海优贝恩少儿教育

校长刘荔说。

刘荔指出，许多年来，学校

对美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将音

乐美术等科目称为“副科”，今

后要加大教改步伐，在减轻学

生课业负担的同时，进一步提

高艺术教师的水平和地位，促

进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

据分析，为了提升艺术教

育水平，有必要鼓励有资质的

艺术培训机构与中小学合作，

在学校开办艺术兴趣班，辅导

学校艺术团，加强培训中小学

艺术专业师资等，帮助发现和

培养有艺术天赋的孩子，避免

收费过高成为一些孩子学习艺

术的拦路虎。

沈阳市浑南一中团委书记

张宁等表示，实施艺术测评，到

底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希

望教育部门出台更加具体的细

则，并堵住相关漏洞，不给权力

寻租留下空间。

专家认为，要淡化艺术教

育的功利色彩，招生加分只是

检验学习成果的一种手段，如

果忽略审美而过于偏重技艺，

就会让孩子学得不快乐，也偏

离了艺术教育的宗旨。

艺术培训升温，警惕市场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