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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面前搁着的是百余篇浸透着闪光思想、饱含着艺术追求的文章。
细细研读，深深回味，不由感慨万千。
《艺术教育》杂志是由国家文化部主管，中国文化报社主办的一本很具影响力的艺术类核心刊物。
作为主办单位的领导，既应该感谢那些日夜为我国艺术教育的发展默默奉献的专家、学者、院长，也
应感谢编辑部那些满怀求知欲和感悟力的年轻人。
他们的亲身实践成就了这本书的可读性和欣赏性，他们善于思考、善于总结的习惯促成了这本书的现
实性和思想性。
掩卷沉思之后，不禁让我回想起几个月前在上海举办的“第四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
时的情景：来自全国100多所艺术院校的院（校）长代表齐聚一堂，高朋满座，他们不求名、不图利，
只为在这个由《艺术教育》杂志搭建起来的话语平台上，发表一些对中国艺术教育的真诚呼声。
他们对中国艺术教育所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和深入的思考以及解决途径的孜孜不倦的探讨，确实呼应了
艺术教育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论坛的宗旨，还证实了由中国文化报社《艺术教育》杂志所
创办的这个论坛的价值所在。
　　“站在艺术教育制高点”是本书的主题，也是本书较之于其他同类书籍的特色。
中国艺术教育观念变化快、包含范围广、肩负使命大。
不同的人对艺术教育的作用、方法会有不同的理解。
高等艺术院校院（校）长的办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所院校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人才培养标准
、艺术创作思维和社会服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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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报社主办的《艺术教育》杂志长期以来关注中国艺术教育的发展，为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交
流办学经验，呈现教育理想的平台。
而杂志社发起的“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其视野更广，影响更大，成为了促进艺术教
育发展的交流沙龙，对本书的编辑出版出多有启发，并在资料收集、思路清理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基
础性作用。
　　教育主管部门、教育实践者坚持学理性，实事求是，是艺术教育科学发展的根本，是教育为人的
完善发生作用的保障，也是高等艺术教育能够有大楼、大师能得其所、校园能有大爱的前提。
本书的出版如能促进学校之间的相互发，共同发展、引导社会对艺术教育发展规律及艺术人才成长规
律的客观认知，是编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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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是艺术教育自身的理性回归　　艺术教育的真热，取决于艺术教育的理性回归，取决于艺术教
育实事求是的教育、管理实践。
　　找准、明确、实践办学定位是第一要义，如此才能保持明确的办学方向，在学科专业的建设发展
上清醒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分清轻重缓急，才不会在利益面前丧失方向，才能在投入、招生计划
分配、生源选择、课程改革等诸方面有的放矢，才能集中力量强化特色，提高竞争力。
学科建设是费时费力的事，但又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本，是学校真正体现“大爱”的地方：学校
对社会文化、经济发展作贡献，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推动，教师对真理的追求、对专业发展及
自身发展的身心倾注，对学生成长的影响等等很大程度都落实在此。
　　其次要引导社会对艺术的客观认知、提高民众的艺术素养，这是高等艺术教育的应有之义。
艺术不是书斋里的学术，也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里的自说白话，脱离群众生活，艺术就失去生命。
同时，艺术教育长久以来离世俗生活太远，雾里看花使民众只看到艺术生活的表面风光，看不到创造
美的艰辛和付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作为教育，概莫能外。
而艺术人才成长的特殊性，使人才的培养更具慢热性，因此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往往决定于生
源的质量。
所以在向世人展现艺术美的同时，有责任让人了解艺术修炼所需的天赋和童子功的持守，要让社会形
成这样一种共识：一个合格的专业艺术工作者，不仅需要天赋，还需要扎实的艺术表现技能，更需要
深厚的文化底气。
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中，在进入专业教育前艺术教育仍被边缘化，大多是素质教育的一种外在
标志，而在社会所进行的艺术技能培训、考级活动中，对孩子的艺术天赋、才能被误判：在民间舞考
级场上拿到十级证书的考生在专业考场上竟然拿不到文考资格！
这种情况误导家长过于热情地判断自己孩子的艺术才华，也误导了社会对艺术人才成长规律的认知。
要让艺术教育真正热起来，艺术工作者必须要有在一切公共领域都坚持理性的勇气，否则，对专业艺
术教育而言，很难做到尊重学生学习个性、充分释放学生天性，难于形成人才辈出的喜人局面，只能
在低水平的技能培训上重复。
　　在穷国办教育难，办艺术教育更难！
有太多掣肘，相对普通高等教育还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好在理性的回归已成为共识：各艺术院校开
始关注办学成本问题，力求在规模与效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寻求数量与质量的和谐发展；“省属
综合艺术院校协作交流会”已不间断地举办了十三届，由务虚到务实，从办学经验的交流到学科建设
的研讨、课程建设的合作，在为新时期艺术教育的发展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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