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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口区中小学美育工作评估自查报告 
美育是审美教育，也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大渡口区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市政府办公

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渝府办发

〔2016〕154号）、市教委《重庆市中小学美育改革和发展行动

计划（2016-2020）》（渝教体卫艺发〔2017〕4号）为指南，积

极探索美育改革发展：制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运行管理机制，

从艺术育美、学科育美、实践育美、文化育美等维度实施立体美

育探索与实践。 

一、四项举措凸显艺术育美主体地位 

艺术教育是学校美育的主体，其强大的育美功能无可替代。

以培育学生人文、审美素养为目标，以学生艺术素质测评为抓手，

实施课程教育强普及、活动体验育兴趣、竞赛表演展风采、艺术

盛宴提品位的四级教育策略，全面推进艺术修养提升工程。 

（一）以艺术素质测评为抓手，强化艺术育美的普及。 

秉承测评提质量促发展的理念，坚持育人为本，面向全体的

原则，以学生艺术素质测评体系的实施为抓手；以教委统筹、教

师进修校专业指导、学校主导实施的三级管理体制为基础；以师

资建设机制、考核激励机制、课程教育机制、政策经费保障机制

为动力，全面推进艺术育美的普及。 

一是抓实课程落地和课程建设。开齐开足上好国家艺术课程；

依托社团、课辅活动、乡村学校少年宫等阵地开设校本美育综合

课程。目前，校本美育课程实施普及到全区各中小学，构建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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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乐、舞蹈、语言、美术、书法等 6大类 20 余门课程。二是强

调测评结果分析和课程教育指导。确立学科测评体系，实施现场

技能测评和网络电子测评。全年开展覆盖全区 5、8年级全体学

生的音乐、美术网络电子测评。确立测评结果分析制度，定期开

展测评数据分析会。确立年度测评工作现场督查制度，到每所学

校，面对面解读测评体系、分析工作薄弱点、指导改进举措。三

是探索便捷科学的过程测评方式。依托区教委微信公众号“我的

足迹”功能，记录学生校外学习实践、参赛等艺术素质成长过程

资料，实现测评数据化、可量化、可视化。目前，我区艺术素质

测评工作已形成常规教育保质量，测评考核促教育的良性互动态

势，抓牢了课程教育教学，保障每个学生得到优质公平的艺术教

育。 

（二）以真实生活为载体，拓展美育路径 

以艺战疫，强化美育激励精神、温润心灵、陶冶情操的功能。

组建体育、美育、卫生、劳动教育专班，指导学校线上美育、体

育、劳动教育工作。组织区域中小学生开展线上以艺抗疫系列活

动，征集书画作品 1000余幅。2节音乐微课入选中国教育学会云

平台。区进修校录制的原创诗《义渡之树——送给孩子们的一首

诗》、九十五中学“战役英雄进校园”复学第一课在“学习强国”

报道。 

（三）以艺术实践为平台，夯实艺术育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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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美育实践课程化管理，搭建班级、校级、区级、市级四

级美育实践平台，让更多的学生在实践中获得体验，在体验中感

悟升华。 

一是校园艺术节丰富多彩。依托线上、线下资源，广泛开展

校园艺术活动。班级合唱、校园好声音、艺术工作坊体验、绘画

展览等集体、个人艺术实践项目，让每个学生至少能参与一项活

动体验。二是区级艺术实践育美育心。12月将举办新年音乐会暨

艺术教师专业基本功考核成果展；书法、绘画教师作品巡展；

“民乐进校园”传统文化传承活动。三是市级艺术展演亮点纷呈。

宣传动员学生自愿参与教育部“中华人文交流小使者”个人展示

活动，5000余名学生用“您（父母）的名字讲故事”在网络上传

承中华传统文化；6所学校参与舞蹈现场展示活动；6所学校参

加市级班级合唱和课堂器乐比赛；育才小学、新工小学分别承办

市级书法名家进校园活动和市级青少年书法节活动。 

（四）以项目建设为突破，提升艺术育美品质。 

一是着力打造学校品牌项目。目前，已成功立项育才小学合

唱、商务学校剪纸、旅游学校造型艺术、新工小学书法、钢城实

验学校口风琴、互助小学葫芦丝等 6个艺术品牌项目。各项目学

校秉承持续发展、优质发展理念，研发校本教材、普及课程教学、

举办特色活动、营造文化氛围、组建专业团队，得到社会、家长

广泛赞誉。二是大力建设市、区级学生艺术团。我区有 2个市级

学生艺术团，即实验小学管乐团、育才小学合唱团。三是积极创

建市级艺术特色学校。依托品牌项目建设，持续打造区域学校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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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品牌项目。推选马王小学（泥粉贴金艺术）、跳磴小学（纤维

艺术）参评重庆市第六批艺术特色学校创建。四是启动音乐赏析

微课资源建设。组建中小学音乐赏析微课创制团队，以人教版音

乐教材为蓝本，创制 130个经典作品赏析，为推进区域学生人文

审美素养提升夯实资源基础。 

二、两大路径配合实施大美育策略 

美育的规律是按照真、善、美的价值目标将人类科学的、道

德的、艺术的、生活的文化成果内化为每个学生的人文素质，积

淀于每个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中，塑造人的美德美行。美

育无处不在。在发挥艺术育美主导作用的基础上，辅以学科课程

美育、文化美育，实施大美育策略。 

（一）课程育美，渗透教育教学全程 

挖掘不同学科所蕴涵的丰富美育资源，将美育渗透在各个学

科之中。语文育美、数学育美、综合学科育美、11 月，第六届阅

读节展示活动隆重举行。区域 28所中小学广泛开展班级朗诵展

示活动，学生参与面 100%。 

（二）文化育美，浸润校园生活全领域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通过校园文

化环境浸润学生心田，引导学生发现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心灵

之美。一是注重校园文化环境的育美功能。各校着力打造格调高

雅、富有美感、充满朝气的视听环境，以美感人，以景育人。二

是注重校园文化生活的育美育功能。各校以整洁适宜的着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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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谦和的语言、考虑他人感受的自律行为为抓手，着力塑造阳光

文雅的学生形象。 

三、两项工程引领区域美育探索实践 

以美育项目探究为引擎带动区域美育整体发展。曾凡科美育

名师工作室，课题引领，骨干带动； 3 所市级美育改革发展实验

学校，以点带面。在普及学校美育的基础上，以试点探索学生美

育突出问题的解决策略为突破口，实行典型引领与整体推进。 

四、四个机制整体推进区域美育改革发展 

（一）建立组织领导机制，自上而下推进美育实践 

建立区教委、进修校、各中小学三级美育改革发展领导小组、

工作小组，强化顶层设计，以问题为导向，加强美育综合改革，

深化美育课程创新，统筹学校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的有机融

合，相互促进。 

（二）健全队伍建设机制，固本强基保障美育落地 

一是开展第二届艺术教师基本功考核。172名艺术教师来自

26所中小学，其中音乐教师 72位、美术教师 67位、书法教师

33位。音乐教师考核分为声乐、钢琴、器乐/舞蹈三项；书法教

师考核分为毛笔临摹、毛笔命题创作、硬笔命题创作、粉笔命题

创作四项；美术教师考核分为色彩命题创作、纸立体命题创作、

国画命题创作三项。根据市级专家评分，评出音乐全能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19名、三等奖 24名，获奖占比 64%；书法全能一等

奖 8名，二等奖 12名，三等奖 11名，获奖占比 94%；美术全能

一等奖 1名、二等奖 7 名、三等奖 24名，获奖占比 48%；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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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奖 24 名，书法单项奖 14名，美术单项奖 18名；优秀组织

奖 8个。二是根据课程设置计划和学校发展规模，及时补充学校

艺术美育教师；“特聘教师”制度向艺术类教师倾斜，解决专业艺

术师资缺乏问题。三是严格规范艺术教师转岗，杜绝因艺术教师

转岗语文、数学等统考学科，而出现的艺术课程随意代课情况。

四是尝试艺术美育教师交流轮岗制度，鼓励优秀艺术美育教师到

相对薄弱的学校任教。五是依托教育集团化办学、学区管理、教

育联盟等合作发展机制，实施校际间美育教师协同培养、培训、

研究和服务，促进美育师资队伍持续、均衡发展。 

（三）建立经费保障机制，物质保障美育基础条件 

将艺术美育场地维护、建设，设施设备添置、补充，艺术美

育教师培训，美育科研教研经费纳入年初预算，保障美育教育实

施、科研、师培师训的有序开展。 

（四）建立考核评价机制，以评提质提升美育实效 

开展学校美育专项工作考核，将结果纳入学校年度工作考核

指标体系。以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制度、学校艺术教育年度公

示制度以及学校美育课程实际开设情况作为学校美育工作考核的

重要指标。同时，兼顾学校品牌项目发展，国家级、市级艺术类

展演、竞赛成绩。 

 

大渡口区教委 

2020 年 12 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