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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95年教育部下發 關於發展與改革藝術師範教育的若干意見 1995 教體8號

7. 2001年教育部制訂下發 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 試行 全日制義務教育音樂/美術/藝術

課程標準

8.  2003年教育部制訂下發 普通高中音樂/美術/藝術課程標準

 藝術教育專業 高等師範 文件

9. 2004年教育部印發 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音樂學 教師教育 本科專業課程指導方案 教體藝

2004 12號

10. 2005年教育部印發 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美術學 教師教育 本科專業課程指導方案 教體藝

2005 2號

 高校藝術教育文件

11. 1996年教育部下發 關於加強全國普通高等學校藝術教育的意見 1996 教體5號

12. 1997年教育部下發 關於推薦普通高等學校藝術選修課教材的通知 1997 教體41號

13. 1999年教育部下發 高等普通高校 交響音樂賞析 教學指導綱要試行的通知 教體藝廳

1996 7號

14. 2006年下發 普通高等學校公共藝術教育教學指導方案

三 教師培養 培訓

15. 1995年體衛藝司下發 舉辦全國中小學音樂美術課評比的通知 1995 35號 每3年舉

辦一次

16. 1996年體衛藝司下發 舉辦全 國中小學音樂美術教師教學基本功比賽的通知 每3年舉辦一次

17. 2000年體衛藝司下發 舉辦 珠江鋼琴 全國高校音樂教育專業學生基本功比賽的通知 每2

年舉辦一次

18. 2002年部辦公廳下發 關於 建立國家體育與藝術師資培養培訓基地的通知 2002 1號  

19. 2003年體衛藝司下發 做好普通高等學校公共體育 公共藝術 國防教育教師在職攻讀碩士學位

工作的函 2003 29號

20. 關於舉辦第一套全國中小學校園集體舞輔導教師培訓班的通知 教體藝司函 2007 28號

21. 2007年關於舉辦全國第一期中小學樂隊指揮教師培訓班的通知 教體藝司函 2007 29號

四 學生活動

22. 2001年教育部體育總局共青團中央全國少工聯合下發 關於實施中小學生課外文體活動工程的通

知 教體藝 2001 4號

23. 2002年教育部下發 舉辦全國第一屆中小學生藝術展演活動的通知 2002 2號 每3年舉

辦一次

24. 2004年教育部下發 舉辦全國大學生藝術展演活動的通知 2004 6號 每3年舉辦一次

25. 2004年教育部辦公廳下發 關於開展體育藝術 2＋1 項目實驗工作的通知 2004 33號

26. 2005年教育部辦公廳下發 在普通高等學校開展普及高雅藝術活動的通知 2005 4號

每年舉辦

27. 2007年教育部關於推廣 第一套全國中小學校園集體舞 的通知 教體藝函 2007 4號

28. 2007年教育部關於加強和改進中小學藝術教育活動的意見 教體藝 2007  16 號

五 器材配備

29. 2002年教育部下發 關於印發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學校音樂 美術教學器材配備目錄的通知

2002 17號

六 農村學校藝術教育

30. 2002年部辦公廳下發 關於開展全國農村學校藝術教育實驗工作通知 教體藝廳 2002 1號

三、2002年教育部頒布13號令《學校藝術教育工作規程》

規程 重要內容

一 關於藝術教育的性質

二 關於藝術教育的指導思想

三 關於藝術教育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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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普通高校建立民族民間文化藝術研究開發基地

3. 通過課堂教學 課外活動和編寫地方校本教材 探索學校教育傳承弘揚民族民間優秀藝術傳統的路子

4. 鼓勵學校與社會藝術團體和機構建立聯繫 實現藝術教育資源的整合與共享

柒、學校藝術教育未來發展影響與定位

由於時代的變遷 人類科技的進展分秒變異 國家競爭力的提升靠人才 未來在等待的人才 重要的是要

具有 創意 美學 愛與關懷 的能力 Daniel H. Pink 2006 而這些能力是可以在學校藝術教育

的過程中激發培養的 因此 新世紀學校藝術教育在國家總體發展的戰略位置 將愈發顯得重要

中國大陸教育部也體認到 今後學校藝術教育在國家整體教育未來的發展 應有其一定的影響與定位 這

可從教育部官員相關的說法中窺出一些端倪 陳小婭 2006

一 面對當前藝術教育的這些挑戰和問題 可以看出 十一五 期間 整個學校藝術教育面臨的艱巨任務 當

今世界的國際競爭越來越成為人的綜合素質和創新能力的競爭 也將越來越突出藝術教育在教育事業的重

要地位 要從堅持以人為本 全面 協調 可持續的發展觀的高度 從建設創新型國家 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高度 進一步提昇對學校藝術教育工作的意義的認識 進一步增強做好工作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二 根據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指示 教育部正起草 2020年教育發展綱要 明確把全面推進素質教育作為教育

改革和發展的主題

三 目前 中國大陸九年義務教育的人口覆蓋率已經達到94% 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達到21% 在這樣的一個

基礎上發展教育 必須著力提高教育質量 著力滿足學生全面發展 個性發展和主動發展的需要 可以

說 推進學校藝術教育是實施素質教育的重要工作

四 從2006年開始逐步建立農村義務教育的保障新機制 為農村藝術教育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近幾年來 中

國大陸先後實施中西部地區農村中小學現代遠程教育和面向農村貧困學生等工程 農村義務教育面貌有若

干改變 2005年12月 國務院又做出重大決策 決定從2006年春季開學開始用兩年時間 在全國農村地

區全面免除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 為家庭貧困的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和寄宿生活費 逐步保障並提高

學校的公用經費標準 到2010年達到小學生生均300元 初中生生均500元的水平 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

新機制的建立 是緩解農村藝術教師數量不足 質量不高的困境和藝術教育經費不足的矛盾前所未有的機

遇 是推動農村學校藝術教育的體制條件和物質基礎

五 國家現代化建設的不斷推進 對學校藝術教育的要求不斷提高 對藝術人才的需求不斷增長 人民群眾生

活水平的提高 對更高的生活質量的追求 都在不斷加大對藝術教育的需要和投入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要求全社會把文化事業擺在社會發展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藝術事業更加繁榮發達

越來越要求通過學校教育不斷地湧現高素質的藝術人才 這些新情況 一方面表明 國家 社會和人民在

不斷地提高對學校藝術教育的要求 另一方面 也更拓展了學校藝術教育的發展空間

捌、結語

總結來說 中國大陸的學校藝術教育的發展 是以馬克斯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理論為指導 堅

持面向現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來的方針 在藝術教育行政體制上 由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主管和指導全國

的學校藝術教育工作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主管和協調各該行政區域內的學校藝術教育工作

在藝術教育課程內容上 國小 初級中學 普通高級中學開設的藝術課程 是按照國家或者授權的省級教育行

政部門頒布的藝術課程標準進行教學 教學中是使用經國家或授權的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審定通過的教材 職業

學校 普通高等學校要結合實際情況 制訂藝術類必修課或選修課的教學計畫進行教學 在學生課外、校外藝

術教育活動方面 每個學生至少要參加一項藝術活動 學校及各省地縣定期舉辦各類項學生藝術展演活動 並



每三年定期舉辦全國性中學生及大學生的藝術展演活動 在師資配備上 依據 規程 規定配備專職或兼職藝

術教師 並要求要做好藝術教師的培訓 管理工作 為藝術教師提供必要的工作條件 在藝術教學設備上 學

校應當設置藝術教室和藝術活動室 並按照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制訂的器材配備目錄配備藝術課程教學和藝術

活動器材 在藝術教育經費上 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應當在年度工作經費預算內保證藝術教育經費 並鼓

勵社會各界及個人捐資支援學校藝術教育事業 在獎勵與處罰方面 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對於在學校藝術教育

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績的單位和個人 應當給予表彰和獎勵 對違反規定者 責令限期改正 或給予行政處分等罰

則

上述規定雖然完備 然而中國大陸各省區縣幅員廣闊 發展環境與條件差異太大 主觀與客觀 人為與

自然暨經濟與社會發展等困難與限制 仍然有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 學校藝術教育的發展 是提升國民素質

蘊含美感情操的重要途徑 也是當前世界潮流的趨勢 反觀 我國在1997年3月即由總統明令公布 藝術教育

法 教育部也在1998年2月發布實施 藝術教育法施行細則 更於2005年12月制訂發布中華民國有史以來

第一部 藝術教育政策白皮書 為台灣未來四年藝術教育的發展 勾勒未來發展藍圖與願景並提出具體改進

策略 而中國大陸迄今 學校藝術教育的發展 仍然依據2002年7月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 制訂發布

的 學校藝術教育工作規程 在執行 尚無一部正式的藝術教育法規出台 離依法治教的說法尚有一段距離

這也是中國大陸主政者 對當前學校藝術教育發展所應關切注意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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