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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教育局关于市人大十四届一次会议萧山 5 号 

提案的答复 

 

齐晓霞代表： 

您在市人大十四届一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加强乡村美学

教育的建议》（萧 5 号）收悉。经我局主办，杭州市农业农

村局会办，现答复如下： 

乡村美育工作是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和美好教育建设

的应有之义，是提高美丽乡村建设质量和学校五育融合的内

在要求。近来年，我市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相互配合协同，

积极推进乡村美育工作。 

（一）学校美育工作层面。坚持面向全体，坚持课内与

课外、校内与校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面加强和改进学

校美育工作。针对农村学校美育工作中存在学校小、师资相

对薄弱等实际，在政策制定和各类活动予以倾斜和指导。一



是加强交流指导。坚持把学校美育工作纳入局年度工作要

点，统筹谋划、部署落实、检查考评。每年制定《德育与体

育卫生艺术教育重点工作规划》，明确年度工作重点。结合

定期召开的全市中小学德体卫艺骨干会议、教学研讨活动

等，安排城乡学校进行交流发言，相互学习借鉴，有针对的

研究改进乡村学校美育工作措施。二是强化基础落实。健全

面向人人的学校美育机制，大力推进学校美育“一校一品”

“一校多品”建设行动。督促指导学校严格按照国家课程方

案和课程标准，在 100%开齐开足美育课基础上，开展“班班

有歌声”“处处有美景”主题活动，支持和倡导学校特别是

乡村学校立足现有条件，用好选修课、拓展性课程时段，积

极开展惠及全体学生的合唱、课本剧、书法、篆刻等活动，

增加艺术课程的可选择性。（三）搭建展示平台。以省、市

中小学生艺术节为牵引，积极举办开展各类艺术实践活动，

为乡村学校学生搭好才艺展示平台。2020 年，举办的杭州市

第十二届中小学生文化艺术节（两年一届），在各类比赛展

示项目评选中，向乡村学校倾斜，在近 500 个获奖作品中，

乡村学校占比近 20%，既为广大乡村学校学生提供一展才艺

的舞台，又激发乡村学校美育工作的积极性。四是加强师资

建设。每年组织举办杭州市中小学艺术骨干教师专题培训，

鼓励乡村学校美育老师报名参与。2021 年培训中小学在职专



职艺术骨干教师 500 余人次，其中乡村学校美育教师占比近

15%。鼓励各地各校尤其是乡村学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积极开展艺术教师研修提升工作，经常性开展“引进来”“走

出去”活动，进一步提高学校艺术教师队伍专业素养。 

（二）美丽乡村建设层面。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千万工程”，不断优化美丽

环境、发展美丽经济、传承美丽人文。一是秀美环境，绘就

乡村美育底色。统筹推进美丽环境、美丽田园、美丽村居、

美丽庭院建设，让乡村呈现山水之美、承载乡愁记忆。萧山

区横一村写好稻子、柿子、院子文章，打造出稻香田园、十

柿树园、野郊公园、美丽庭院融合的田园美景；富阳区黄公

望村通过提升景观环境和人文氛围，推进打造“中国风、国

际范”的风情旅游未来乡村。二是塑形铸魂，丰富乡村美育

内涵。积极开展农村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程，一大批村

落、古建筑、古文化得以有效保护和传承，成为承载记忆和

文化的精神家园。指导培育乡土文化，保留乡村的乡土味、

人情味、烟火味，着力打造善治智治美治的未来乡村。西湖

区长埭村依托中国美院、中国音乐学院等艺术资源，开展“艺

术+文创”为特色主题的未来乡村建设；临安区月亮桥村提

炼木匠、铁区、人竹匠、桶匠等匠人文化，打造陆家匠人特

色文化区。三是文化传承，助力乡村美育发展。深度挖掘农



村历史文化村落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真整理历

史名人典故和家谱、族谱，传承开发迎春庙会、江南时节等

非物质文化，让传统文化资源重放异彩。萧山区专项编辑《欢

潭故事》书籍，传承“义仓、义学、义诊、义渡、义葬”五

义精神，升华“忠、义、和、本、清”的价值观；修缮保护

古建筑，修建了欢潭村史馆、进化乡贤馆、振飞纪念馆等多

个文化展陈项目，打造新时代文明善治村。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您的宝贵建议，会同相关部门，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杭州学校美育工作，并有针对性加强对

乡村学校美育工作的指导。 

（一）加强顶层设计。对标“奋进新时代，建设新天堂”

要求，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以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为目标，制定出台《杭州市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实施意见》，明确到 2025

年全市学校美育工作目标。其中，就加强乡村学校美育工作，

予以政策、经费和措施上的倾斜。实施意见已完成了前期的

起草、意见征求和修订完善工作，待下一步市委市政府会议

审议通过后颁布。 

（二）强化基础落实。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开齐开足上好

美育课，义务教育阶段 1-2 年级开设“唱游·音乐”“造型·美

术”课程，每周各 2 课时；3-7 年级以音乐、美术为主，融



入舞蹈、戏剧、影视等，每周各 2 课时；8-9 年级开设音乐、

美术、舞蹈、戏剧、影视等艺术选项，每周共 2课时。鼓励

乡村学校围绕传承良渚、西湖、大运河、宋韵等文化遗产，

深入挖掘农村历史文化村落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因地制宜开设具有本地特色的校本艺术课程，丰富乡村学校

美育课程资源，全面提高美育课堂教学质量。 

（三）强化师资保障。按编制和课程标准配备美育教师、

教研员，优化美育师资队伍结构。把美育纳入教师全员培训

内容，提升每位教师的审美情趣、艺术涵养，提升实施全员

美育的自觉性。实施每 5 年为 1个周期、不低于 360 总学时

的中小学美育教师专业培训，加强师德建设，定期组织示范

展演、专业进修、交流访学等项目，开展市级中小学美育骨

干教师专项培训。引导城区美育老师积极参与乡村学校支教

工作，鼓励城乡小规模学校通过多校走教、购买服务等模式

开展美育教学。 

（四）加强交流互动。支持市、区（县、市）两级美育

名师工作站建设，计划到 2025 年打造市级美育名师工作站

100 个。以此为依托，推出一批精品美育共享课程视频，利

用现代媒介技术，适时组织名师、名家开展线上精品课程教

学，切实将优质的美育教育资源延伸到乡村学校。深化艺教

融合，鼓励和引导优秀文艺工作者、艺术院团专家、高校艺



术专业教师等到中小学校特别是乡村学校开展结对活动，担

任兼职美育教师，增强乡村学校美育工作师资力量。大力倡

导高校艺术类学生结合暑假“三下乡”实践活动，深入乡村

学校开展美育志愿公益服务。引导乡村学校挖掘乡村地方

戏、民歌等民间特色艺术形式，并用好已建成各类场馆、特

色乡村等教育资源，组织学生开展体验式学习、项目化学习、

美育研学活动等丰富乡村学校美育形式。发挥充分运用好德

体卫艺骨干会议、教学研讨、专职培训等时机，加强城乡学

校交流互动，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衷心感谢您对杭州教育的关心和支持！ 

 

 

杭州市教育局 

2022 年 7 月 6 日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市政府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