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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美丽乡村是国家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但由于建设过程中缺乏专业人才队伍的指导、农村审美落后、盲目跟风仿古做旧、
不尊重当地特色等导致出现美丽乡村建设停滞不前，建设成果跟不上现代化的社会需求等问题。以艺术乡建为背景，通过怀化市会同县
坪村镇美育共建共享品牌分析，研究中国现当代艺术家在乡村建设实践中使用的参与式工作方法和思路，实现可持续的在地知识系统生产，
以更好地促进在地美育课程的改进、促进在地美育教学的发展、塑造师生共同体、让艺术更好地服务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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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着重指出 " 统筹优化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
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在此战略指引
下，深化乡村美育工程已成为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重
要战略支点。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艺术乡建作为文化
振兴的创新实践，正从边缘探索走向主流实践，其本质是以艺术
为媒介进行乡村文化基因解码，通过 " 软性介入 " 重构乡村价值
体系，最终以艺术展演，古建改造，民艺开发，美育建设等方式
介入乡村，为乡村发展赋予诸多生机。

一、怀化市会同县坪村镇美育建设现状
怀化市会同县坪村镇地处湘西南腹地，东倚雪峰山余脉，西

临渠水河，是一座兼具红色底蕴与山水灵秀的生态小镇。全镇以
低山丘陵为主，森林覆盖率超 70%。作为粟裕大将故里，红色文
化是坪村镇的灵魂。镇内保留着红军长征过境时的标语墙、战壕
遗址，与粟裕少年读书的龙孔书院共同串联成红色研学线路。经
济以生态农业为主导，万亩优质稻基地、高山云雾茶产业园与林
下中药材种植形成特色产业链。近年依托“将军故里”品牌，发
展起红色研学、民宿体验、农耕文化节等文旅融合项目，传统傩戏、
茶山号子等非遗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新生机。

二、艺术乡建美育共建共享品牌实践探索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第十五个年头，那些曾被城市化浪潮

冲刷得黯淡的村落，正通过艺术乡建的毛细血管重获新生。怀化
市会同县坪村镇的美育实践昭示着——当参与式美育挣脱美术馆
的桎梏，扎根于散发着稻香的田野课堂时，它不仅重塑着乡村孩
童眼中的星空，更在解构与重建中，为当代中国探寻着一条兼具
文化主体性与现代性的乡村复兴路径。

（一）忙罢麦田艺术节
忙罢麦田艺术节作为一项根植于会同县坪村镇的乡村场域艺

术实践，其核心价值并非止步于单一的艺术作品创作或文化活动
举办，而是致力于实现环境感知、文化传承与美育实践的多维价值。
湖南工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团队基于 " 在地性 " 创作理念，通过
构建 " 校村协同 " 的实践模式，在艺术介入乡村的进程中严格遵
循 " 因地制宜、顺势而为 " 的原则体系，有效实现了专业教学与
乡村美育的有机融合。

师生团队与在地村民及乡村学生建立起多维度的创作共同体，
通过在地资源转化与公共艺术赋能的创新路径，将山地梯田的生
态肌理转化为艺术叙事语言。材料选择方面，严格贯彻生态优先
准则，构建起以可再生资源为主体、环保材料为补充的创作材料
体系。这种基于环境承载力的艺术生产方式，不仅使麦田景观与
装置艺术形成生态共生关系，更通过低干预的实施策略有效维护
了乡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最大限度减少对村民日常生活秩序的
干扰，展现出艺术乡建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融合价值。

乡村美育通过构建 " 社区 - 民俗 - 文化 - 未来 " 四位一体的

多维交互系统，在乡村场域中形成独特的文化拓扑结构。湖南工
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团队与在地小学构建美育共同体，通过创设 "
梦想解码 "" 生活剧场 "" 游戏拓扑 " 等主题性跨媒介艺术创作工坊，
以绘画叙事、装置重构、表演性实践及声音景观创作等复合路径，
系统提升乡村儿童的美学认知图式与艺术表征能力，实现审美启
蒙与主体性建构的双向赋能。项目团队创新性提出 " 微介入 " 乡
村美育范式，通过生活场域艺术化转换机制，将村民的日常生产
空间 ( 如麦田耕作区 )、生活空间 ( 院落及居所 ) 及精神空间 ( 传统
信仰场所 ) 转化为动态的美育拓扑网络。具体实践中，运用 " 日常
物叙事 " 策略，将农具、家什等生活器具转化为展览符码，通过
空间重置与意义再生产，构建起 " 庭院生活馆 " 与 " 田间展陈带 "
的复合展示系统。这种去中心化的艺术介入模式，不仅实现了艺
术创作与乡村肌理的有机共生，更通过美学唤醒机制强化村民对
生活本真性的感知，在重构日常景观的过程中培育乡村内生性审
美自觉。

（二）乡野艺校
乡野艺校以 " 美学实践激活乡村文化基因 " 为价值内核，构

建起 " 艺术介入 - 社区营造 - 美育共生 " 的实践哲学体系。课题
组创新性提出 " 四维工作法 " 方法论架构：通过空间测绘建立乡
村文化拓扑，资源整备完成在地知识谱系梳理，创意生成实现美
学叙事转换，实体营造达成公共价值输出，形成完整的乡村美育
实践闭环。

团队着力建构 " 五维振兴模型 "——以生态共同体守护自然基
底，节庆共同体激活文化记忆，游戏共同体重构公共空间，艺术
共同体培育审美自觉，教育共同体实现代际传承。这种系统化的
美育工程，本质上是将乡村作为开放的文化实验室，通过社会雕
塑式的整体营造策略，使美学教育从课堂延伸至生活全域，最终
实现 " 艺术生活化 " 与 " 生活艺术化 " 的双向互构，重塑具有生
命力的新乡村文明形态。

团队创新提出 " 乡土情境化教学法 "，将乡村物理空间转化为
沉浸式教学场域。通过 " 在地性课程研发机制 "，开发出包含田野
调查、生态图谱绘制、非遗解码等 12 个模块的研学课程体系。基
于 " 兴趣导向型课程生成模型 "，运用德尔菲法进行多轮需求调研，
构建包含视觉艺术、行为艺术、数字艺术等六大领域的跨媒介创
作矩阵。目前已形成八大特色课程模块："「童筑·在地」乡土认
知工作坊 "、"「新裳·岁时」服饰文化创新工坊 "、"「涟漪·共生」
水域生态艺术项目 "、"「解构·重构」材料叙事实验室 "、"「声
景·记忆」田野录音计划 "、"「废墟·再生」空间介入实践 "、"「肢
体·对话」社区剧场计划 " 以及 "「蓝白·传承」非遗活化行动 "，
累计完成 32 次教学迭代，形成可复制的乡村美育课程范式。这种
将社会雕塑理念融入美育实践的创新模式，有效实现了艺术教育
从技术传授向文化赋能的范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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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育教学方面，团队利用会同县坪村镇自然风貌、风土人
情，以在地性为特色，让孩子放下手机参与到日常生产和生活当
中，并引导孩子通过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发现家乡之美、生活之美。
团队成员希望通过的自己的言传身教，能够让儿童摆脱根深蒂固
的模式化思维，让孩子拥有开朗幸福的乡村童年生活。项目团队
深入了解本地文化，通过组织村民参与节日活动策划、共同行动，
激发村民共同参与传统习俗再生与节日打造，促进文化自信、形
成文明自觉，凝聚建设共识，构筑积极生活图景。有组织、有情感、
有文化，这就构建一个了富有活力的社区。

三、艺术乡建中的参与式美育路径分析
艺术乡建需平衡外部力量与本土文化内生动力。通过解码乡

土文化基因，将其转化为参与式美育课程，激发村民与学生的主
体性：一方面用现代艺术手法重构传统元素，打造文化传承与创
新的实践平台；另一方面引导村民从文化接受者转变为创造者，
让学生在文化实践中完成从认知到创造的跨越。这种双向赋能机
制使传统智慧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动能，最终形成文化保护
与创新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

（一）参与式美育有利于乡建美育课程改进
美育课程体系作为文化治理的实践载体，其范式转型直接决

定着审美教育的有效性实现。传统美育范式深陷三重困境：其一，
基于福柯 " 规训权力 " 理论形成的师生二元对立结构，固化知识
传递的垂直权力关系；其二，泰勒主义影响下的工具理性导向评
价体系，形成标准化考核范式，消解主体审美判断力的生长空间；
其三，城乡二元认知框架下的课程内容设计，导致乡土文化资本
在教材体系中的系统性缺位，造成教学场域与乡村文化场域的认
知断裂。

参与式美育本质上是构建 " 主体间性 " 教育模式的制度创新。
通过建立 " 文化生产者 - 文化消费者 " 角色转换机制，形成包含
村民、学生、艺术家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创作网络。其创新性体现
在：在方法论层面，采用文化人类学的 " 深描 " 技法，将稻作系统、
节气民俗等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可感知的课程模块；在评价维度，
构建过程性赋权指标体系，涵盖文化认同度、社区参与度等多项
文化治理参数；在传播策略上，运用数字孪生技术打造虚实共生
的文化传承平台，使晒场叙事、山歌编码等非物质文化要素获得
当代转译。这种教育革新通过三重解域化实践打破城乡文化藩篱：
首先消解课堂物理边界，使农田、祠堂等文化空间成为动态教学
现场；其次重构知识生产逻辑，将村民口述史转化为可视化教材
资源；最终形成 " 文化反哺 - 教育赋能 " 的共生机制，使美育课
程从文化传播工具升维为乡村振兴的催化媒介，为破解城乡文化
资本不对等困境提供了可复制的解决方案。

（二）参与式美育有利于在地美育教学的发展
复合型师资的严重匮乏导致教师常需跨学科授课，致使美育

课程呈现碎片化特征。专业教师配比不足与教学理念的差异化，
更造成美育实践存在质量参差和文化断层的隐忧。嘉玲院士曾指
出：" 扎根乡土、深谙本土文化的乡村教师，因其与社区的血脉联
系更具教育持久性和文化契合度。" 这一意见揭示了乡村美育师资
建设的双重维度。乡村美育承载着文化传承与精神重建的双重使
命。其成败关键不仅在于艺术技法的传授，更在于能否激活乡村
文化基因，构建 " 家庭 - 学校 - 社区 " 的立体化美育网络。通过
在地化课程开发，使美育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纽带，从而
培育文化自觉、重塑乡土精神空间，这应是乡村美育转型的核心
价值取向。

参与式美育作为破解乡村美育师资困境的创新路径，其学科
统整性与在地化特征形成了独特的赋能机制。这种以实践为导向
的美育模式，通过跨学科课程整合与本土资源活化，不仅降低了
非专业教师的教学准入门槛，更在师生共建中实现了教学主客体
的双向激活。田野调查显示，乡村教师群体正展现出积极的专业
进化态势。他们既善用数字化工具突破资源边界，又依托在地知

识系统进行课程创新——从抖音短视频辅助民间艺术教学，到采
集乡土材料开发校本课程，展现出文化转译者与教育创变者的双
重潜力。在 " 知识重构 - 主体激活 " 的螺旋上升过程，使非专业
教师逐步完成从知识传递者到美育催化者的角色蜕变，为乡村美
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三）参与式美育有利于塑造“师生共同体”
参与式美育通过重构传统师生权力结构，推动艺术教育从 "

知识传递 " 向 " 主体共建 " 转型。其核心在于解构教师权威与学
生客体的二元对立，通过三重路径实现平等对话：教师主动悬置
制度性权威，学生突破被动接受者角色，双方基于艺术实践建立
协商性创作关系。这种身份转变打破了传统课堂的科层秩序，使
师生在审美经验共享中形成动态共同体。相较于固化 " 传道 - 受
业 " 模式中单向度的知识流通，参与式美育强调双向交互机制：
教师通过质疑预设教学框架释放对话空间，学生借由批判性参与
重构主体意识。这种教学模式创新为艺术乡建提供了可实践的美
育方法论，在激发主体创造力的同时，实现审美启蒙与社会价值
的双重构建。

当艺术创作者的教育自觉、社会工作者的方法介入与地方政
府的资源保障形成合力时，" 师生共同体 " 便能突破短期项目化运
作局限，真正融入乡村美育的毛细血管，实现审美范式与社会资
本的双重增值。

（四）参与式美育使艺术乡建更好地服务乡村
参与式美育以 " 在场实践 " 与 " 文化赋形 " 为方法论，通过 "

三生融合 "（生态、生产、生活）实现乡土美育重构：生态维度解
码自然肌理，生产维度激活历史记忆，生活维度转化日常智慧。
这种具身化实践使参与者在田野协作中建立三重认知跃迁——理
解地方时空叙事，建立生命联结网络，习得共生感知能力，最终
形成 " 共情 - 共创 - 共享 " 的价值闭环。

在参与式美育框架下，村民经历着双重生产性变革：认知维
度上，其传统知识谱系与在地实践智慧发生化学反应，催生出包
含生态感知力、文化解码力、社群协作力的新型认知图式。实践
维度上，这种认知迭代转化为 " 地方性知识生产 - 应用 - 传播 "
的闭环，既重塑乡村文化基因库，又形成抵抗资本异化的内生动
力机制。乡土美学的解读者、生态文明的践行者、文化再生产的
主体，推动乡村发展范式从外源驱动转向内源生长。

四、结语
参与式美育像一束双向生长的藤蔓——孩童的野花田埂与老

农的犁沟诗行同样构成美学课堂，蓝染阿婆的指尖技艺和祠堂雕
花的岁月纹路皆是鲜活教材。它拒绝将乡村变成艺术试验场，而
是让非遗温度焐热文创设计，使节气韵律重构创作逻辑。当机械
复制的网红墙绘褪色时，晒谷场上的几何阵列、方言民谣里的生
态智慧、雨帘垂落的自然琴弦，这些带着泥土体温的美学觉醒，
正悄然编织乡村振兴的经纬。艺术乡建不应是外来视角的强势书
写，而该成为一部由土地、时光与人群共同执笔的立体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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