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2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52-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美术馆语境下的美育 

——以中国美术馆展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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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中国美术馆展览为切入点，通过对不同类型展览及作品的阐释，解析在美术馆语境下美育的表现形

式，阐释公共美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互融合的形式特点，以期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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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

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就指导和推动新时代高校美育改

革和发展，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提出殷切希望。全国高校在

注重发展大学生美育课堂教学的同时，积极拓展美育的形

式，因材施教，因地制宜，从不同的层面，通过不同形式

引导莘莘学子通过美育培养正确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和

审美情趣。 

钱初熹教授在《美术教学理论与方法中》论述到“20

世纪末，在后现代课程观念影响下，学校美术教育更注重

美术与文化及社会的联系，设计一种开放的、既能容纳又

能扩展的美术课程成为世界各国美术教育改革的焦点。在

这样的课程中，美术教育的资源已不再局限于美术学科自

身，而拓展至更广泛的范围”。[1]注重将美和善融入审美

创作和教育之中，通过艺术创作体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国家情怀。当代社会“美育”是一个整体性、终身

性的概念，当前学校美育的另一个关注点在于“情景”。

中国美术馆正是在此基础上对美育进行具体践行的重要

阵地。 

1  国家重大主题性展览 

以中国美术馆为例，近几年该馆成功举办了多项国家

重大主题性展览项目，如“丹青中国梦——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六十五周年美术作品展”“铸魂鉴史 珍爱和平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美术作品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美术作品

展”“伟大历程 壮丽画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美术作品展”“亚洲文明联展（艺术展）：大道融

通——亚洲艺术作品展”等。 

例如，“伟大历程 壮丽画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美术作品展”，展览分为“浴血奋斗、艰苦奋

斗、团结奋斗、伟大梦想”四个篇章，近 470件精品力作

多角度展现共和国 70 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

就，展示中国人民顽强拼搏的不懈斗志和自强不息的伟大

精神。其中吴为山《马克思》，彦涵画稿、刘开渠雕刻的

《胜利渡长江》，唐一禾《七七的号角》，李桦《怒吼吧，

中国！》，王迎春、杨力舟《太行铁壁》等作品回顾了中国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顽强斗争、救亡抗争的峥嵘岁

月；唐勇力《新中国诞生》，董希文《千年土地翻了身》，

徐匡、阿鸽《主人》等作品展现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

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祖国建设所取得的光辉成

就；罗中立《父亲》，王少伦《1978年 11月 24日•小岗》，

程丛林《夏夜——恢复高考的日子》和周补田《护航亚丁

湾》以艺术的形式呈现 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中国社会所经历的伟大变革和社会进步，讴歌新时期昂扬

向上的时代精神；张振江、陈坚、王沂光和王奋英等作品

以国、油、版、雕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奋斗的精神面貌。此次展览精品荟

萃，在以中国美术馆藏经典作品为主的基础上，汇集国内

19 个重要学术机构、美术博物馆的经典藏品，聚焦社会

热点和基层生活，既有军旅题材，也有展现生态环境和文

化遗产保护的题材，还有刻画英雄劳模和年轻人创业等题

材，凸显文化自觉、人文关怀和基层视角。据统计，展览

期间观众累计达 144392人次，单日参观最高达 11079人

次，[2]受众群体涵盖广泛。 

2  自主策划展览 

中华美育以传统的人文思想为基础，在艺术作品中强

调“以形写神”，以善为题，美为形式，追求真的体现，

以艺术审美形式构筑内心和谐，在精神愉悦的同时启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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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以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

形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美化，在实践中启迪心灵，

感受精神愉悦，在这种对人格品性的陶冶美化中渗透拥有

道德伦理等理性内涵的感性审美世界。[3]中国美术馆现收

藏各类美术作品 11万余件，以 19世纪末至今中国艺术名

家和各时期代表作品为主，展现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序

列，融古纳今。策划“新年贺岁”展、“典藏活化”系列

展、“捐赠收藏”系列展、“学术邀请”系列展等多个品牌

的自主策划展览。珍贵的馆藏品以丰富多彩的展出形式展

现在观众面前。 

2021 年辛丑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国美术馆精

心策划“美在耕耘——中国美术馆 2021 新年大展喜迎瑞

牛”。展览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牛精神”为主题，

以近 600件佳作、七个篇章，向新春和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4]其中“瑞牛呈祥”篇章以齐白石《红衣牛背雨丝丝》、

丰子恺《庆丰收》、李可染《榕树水牛》、吴为山《空谷有

音——老子出山》、熊秉明《孺子牛》等“牛”题材作品

和剪纸、年画、春联等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彰显节日的气

氛、生活乐趣与时代的特色。方增先《粒粒皆辛苦》、潘

鹤《开荒牛——献给深圳特区》和广廷渤《钢水•汗水》

等作品汇成时代壮歌，激荡人心。潘天寿《灵岩涧一角》、

吴冠中《春风又绿江南岸》、瓦连金•西多罗夫（俄罗斯）

《春天在山上》、大卫•霍克尼《横渡大西洋》等作品描绘

了祖国壮丽的河山的，展现了多彩的世界。“艺心同音”

篇章以“对话”的理念，通过刘海粟《黄山云海》、格哈

德•里希特（德国）《胡贝尔拉特附近的埃费尔风光》等作

品展现中外艺术家对艺术的探求和关注。叶浅予的《高原

之春》、朱乃正的《春华秋实》等作品展现了“多姿多彩

的民族风情”和“石榴同心”“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民族团

结精神”。“医者仁德”篇章以靳尚谊刻画的《医生》、张

得蒂塑造的《日日夜夜》、朱乃正描绘的《新曼巴》等作

品讴歌身白衣先士卒、舍身忘我的感人景象。“大国工匠”

篇章以石雕、木雕、漆器、陶瓷、刺绣等传统手工艺作品，

展现着祖辈的智慧和当地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信息。

“书为心画”篇章以比较研究的形式，遴选董其昌、石涛、

郑燮、金农、齐白石、陈半丁、吴昌硕等艺术家书画精品，

倡导书法与国画相互促进。“人民的形象”专题再次以人

民形象为展览主题，精选中国美术馆藏肖像和人物画作，

以李可染《劳动模范游园大会》、路坦《孟泰肖像》、靳尚

谊《塔吉克新娘》、陈坚《鹰笛》等不同时期的人民形象

作品和上世纪 50 年代创作的英模素描肖像作品，展现历

史温度，感受时代情感。 

3  美术馆融入美育的现状及价值 

2018年 8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

8 位老教授的回信中指出：“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

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这段论述是对美育的

重视。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校已将学生参观美术馆纳入正

式教学活动，甚至作为学生的必修课。高校的思政教育目

前多集中在红色景点开展，可喜的是近年来高校已逐步重

视美术馆的宣教功能，推动美育和课程思政建设，且已出

现一些高校将课程带进了美术馆，如天津美院就请专业老

师带队前往美术馆讲述美术经典，上出了“美院味”，适

应了新时代美育改革创新目标的要求。[5] 

通过自主策划展览结合线上展览、美术讲座、艺术

沙龙、志愿者服务等活动和方式，中国美术馆在公共文

化服务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正逐步强化，让美育树人立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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