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扎实推进新时代学校美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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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美育的一系列指示、批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教育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学校美育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美育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事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精神追求，事关全面发展人才培养要求。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美育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指引下，学校美育战略地位得以巩固，政策体系逐渐健全，教育教学改革稳步推进，

条件保障逐步完备，实践活动日益丰富。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应当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学校美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及时总结经验，深刻认识学校美育本质属性，强化

学校美育育人导向，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加强美育资源统筹协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的现代化学校美育体系，推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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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是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回信和讲话中全面论述了美育的意义、内

涵和方法，把新时代学校美育提升到新高度，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

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的重要内容，为做好新时代

学校美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系统学习研究、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学校美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美

育对民族复兴的文化使命的认识，对推动新

时代学校美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深刻认识新时代学校美育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美育的一系列

指示、批示、回信和讲话，根植于马克思主义

美育观，筑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立足于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方位，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

（一）美育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美育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有着内在关

联性。美育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方式，是

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是提升全民族审

美素养、道德情操和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的

重要手段，更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

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了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等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以实现人民幸福美好

生活为旨归，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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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方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

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在

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

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

新的文化使命”［1］。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

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

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

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

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

力”［2］。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

化自信是国家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

持久的力量。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强大

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

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

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中

华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美立人、以美齐家、

以美治国的悠久传统。20 世纪初，蔡元培、

王国维等有识之士将席勒（Schiller，F. C. S.）

的“美育”译介到中国时，希望“以美育代宗

教”来唤醒民众，那时他们就认为，中华民族

本就有美育传统。蔡元培讲到我国古代教育

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时，认为“盖自

数以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3］。王国维

认为，孔子育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并且

“于诗乐外，尤使人玩天然之美”。［4］但在当

时的时代条件下，他们未能使传统美育获得

现代性转换，正如蔡元培所言，他所提倡的美

育不过是“纸上空谈”［5］。直至 1938 年党的

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这一重大命题，特别是 1942 年毛泽东延

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中国现代美育在民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

开启了人民美育的新阶段。

今天，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

向强起来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

地提出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加强美育工作的

时代课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的生动体现。新时代美育连接历史与现

在、物质与精神、文化与教育、体验与创造，是

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内容，是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深厚力量。做好新时代美育工作，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以新时代美育厚植人们心怀天下的家国

情怀，激励人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汇聚中

华儿女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才能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美育事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精神追求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6］“只有审美的趣味能够给社会带来

和谐，因为它把和谐建立在个人心中……只

有美才能使全世界幸福，谁要是受到美的魔

力的诱惑，他就会忘掉自己的局限。”［7］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多方面的，尤其

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人们对共同富

裕的追求、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审美体验的

追求等，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育无疑

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能够

极大地提升人们在现实生产生活中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在2014年北京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必须抓好经济社会

建设，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

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

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

高了”。［8］我们必须加强优质美育资源的供

给，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好地践

行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2021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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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美

术、艺术、科学、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

得益彰。要发挥美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把更多美术元素、艺术元素应用

到城乡规划建设中，增强城乡审美韵味、文化

品位，把美术成果更好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高

品质生活需求”［9］。这为以艺术和审美赋能

人民美好生活、以学校美育带动社会美育指

明了方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伟大成就为人们追求美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基

础，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为人们

追求美创造了先进手段。人们对美的追求无

处不在、无时不有。实现好、发展好人们对美

的追求，助力提升人们发现美、感受美、表现

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是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

（三）美育事关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美育是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具有

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育人功能。面对新时

代新征程的历史使命，要培养堪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必须加强学校美育，使全体

学生在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具备

良好的审美和人文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0］。美育作为党的教

育方针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党对教育规律不

断深化认识的必然结果，是培养时代新人的

必然要求，也是党的坚强意志和国家重大战

略。早在1951年，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

就提出“使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

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11］，这是美育首次列

入国家教育政策文件。1986年，在《关于第七

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等政策文件中阐明了贯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学校美育开始回归

正轨。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

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指出要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

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的各个环节中，

美育在党的教育方针中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全面加强和改进德育、智育、体育、美

育”、“加强美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

人文素养”等。［12］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再次重

申美育作为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美育的突出育

人功能。2018年 8月 3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

中央美术学院八位老教授回信，强调加强美

育工作很有必要，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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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

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

审美和人文素养”［14］。他生动形象地说：“没

有美的滋养的人生必然是单调的、干涸的人

生……如果青少年的精神世界没有童话、歌

谣和大自然的云彩、花朵、鸟叫虫鸣，如果青

少年的心灵世界没有动人的音符和丰富的颜

色，如果青少年没有艺术爱好和艺术修养，不

可能全面发展。”［15］做好学校美育工作，要以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胸怀“国之大者”，着眼全体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让学生获得美育的浸润滋养，塑造

健全人格，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二、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改革发展的

实践成就及主要经验

学校是实施美育的主阵地，学校美育在

各类教育活动中发挥方向引领作用。加强学

校美育工作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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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实践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美育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指引下，学

校美育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表现在以

下五个方面。

1. 战略地位得以巩固

美育是一种综合性教育，普遍存在于各

级各类教育活动中。进入新时代，学校美育

被提高到新的战略层面，被赋予了更新更高

的要求。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

美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

步明确学校美育内涵，强调美育是审美教育、

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

创新意识的教育，要求把美育纳入各级各类

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学校教育各学

段。在党中央、国务院对学校美育的全面统

筹部署下，大中小学相衔接的美育课程体系

逐步建立，各学段美育课程基本要求落实到

位，美育教学与实践持续强化，美育的育人价

值和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学校美育的

普及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2. 政策体系逐渐健全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

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将美育上

升为国家意志和战略部署。2020 年印发的

《意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

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美育摆在

更突出的位置，从更高站位对学校美育工作

进行再认识、再落实、再深化，进一步完善美

育的系统设计，拓展美育的实施路径，强化美

育的组织保障。教育部深入贯彻落实文件精

神，完善大中小学一体化课程体系，修订义务

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艺

术课程标准和纲要，在强化师资配备、明确条

件保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实践平

台、改进评价机制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文件，逐步搭建起学校美育政策体系的“四梁

八柱”。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印发了省级层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

育工作的实施意见，形成了从国家层面到地

方层面全覆盖的学校美育工作政策体系。

3. 教育教学改革稳步推进

教育部持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以开齐

开足上好美育课程为基本要求，着力提升学

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按照

国家课程设置方案规定，音乐、美术课时不低

于总课时的9.0%；97.7%的高中落实6个学分

的艺术类必修课程要求；80.7%的中等职业学

校将艺术课程纳入公共基础必修课并保证72

学时；87.6%的高等学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公

共艺术课程。［16］2019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

测中，艺术学习质量监测结果显示，78.5%的

四年级学生和77.2%的八年级学生的演唱能

力能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91.5%的四年级学

生和65.8%的八年级学生的绘画创作与表达

能力能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17］

4. 条件保障逐步完备

强化场地器材配备和师资队伍建设是做

好美育工作的基础。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小学音乐、美术器材

设备达标率分别由2013年的50.1%、50.1%提

高到2022年的96.8%、96.8%；初中阶段音乐、

美 术 器 材 设 备 达 标 率 分 别 由 2013 年 的

70.3% 、70.0% 提 高 到 2022 年 的 97.9% 、

97.9%。高中阶段音乐、美术器材设备达标率

分别由2013年的82.5%、82.9%提高到2022年

的 95.9%、96.1%。［18］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简况》显示，全国基

础教育阶段美育教师人数由 2013 年的 61.62

万人增加到 2022 年的 90.27 万人，增幅达到

46.5%。基础教育阶段美育教师占专任教师

总数的比例由 2013 年的 5.8%提高到 2022 年

的7.1%，十年间提升了1.3个百分点。教育部

每年支持 20 所高等学校艺术师范类专业实

施美育“手拉手”志愿帮扶活动，为中西部地

区 18 个省份的农村中小学校提供定向精准

帮扶和志愿服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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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践活动日益丰富

学校美育搭建了面向人人的实践平台，

不断丰富和拓展美育品牌项目。教育部每三

年分别举办一次全国大学生和中小学生艺术

展演，以学校开展活动、省级开展交流、全国

现场展演的有序推进模式和多元化的艺术形

式让每个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和浸润。鼓励各

地各校依托本地特色文化资源开展群体性展

示交流活动，形成“一校一品”、“一校多品”

的学校美育发展新局面。教育部、财政部、文

化和旅游部联合持续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

组织优秀经典剧目演出、专家讲学、作品展览

等美育实践活动15 000余场，惠及全国2 000

余所高等学校的千万学生。在全国中小学和

高等学校建成3 369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学校和106个传承基地，按照课程建设、社

团建设、工作坊建设、科学研究、辐射带动、展

示交流等六个维度扎实推进，引导学生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20］

（二）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取得的主要

经验

回顾美育发展历程和实践成就，美育纳

入党的教育方针不足三十年，在全党全社会

形成普遍共识的时间更短暂。进入新时代，

学校美育工作得到迅猛发展，成为中国教育

的鲜明特征，及时总结经验，发现规律，有助

于更好推进学校美育高质量发展。

1. 坚持五育融合，将以美育人与立德树

人有机统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美育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性工

程，是落实“五育并举”、协调发展的全局性工

程。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中蕴含着品

德美、社会美、科学美、健康美、勤劳美、自然

美等丰富美育资源；美育也能以润物无声的

方式以美养德、以美启智、以美促体、以美助

劳。以造就担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为统领，把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

美培元与立德树人有机统一起来，融合德育、

智育、体育、劳动教育，挖掘各学科蕴含的美

育价值与功能，在所有课程教学中体现出审

美导向，在所有育人活动中营造出美育氛围，

才能更好地发挥美育潜移默化的作用，更好

地激发学生爱美向善和明德求真。

2. 坚持人民立场，促进优质均衡发展，满

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面向全体学生开展美育工作，努力缩小

城乡差距和校际差距，促进教育公平，让所有

在校学生都享有接受美育的机会，是新时代

美育工作的基本要求。遵循美育特点，探索

和把握美育规律，建立各学段开设艺术课程

的刚性管理机制，强化课程教学、社会实践和

校园文化建设相统一，开展丰富多彩的美育

实践活动，是新时代美育工作的有益实践探

索。指导学校主动融入社会、服务人民，以学

校美育赋能城乡建设和乡村振兴，满足人民

群众高品质精神生活需求，坚持以服务社会

的高质量，引领美育事业新发展，是学校美育

工作的重要内容。

3. 坚持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

新辉煌”［21］。学校美育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教育学生。在此过程中，不断培育学

生的家国情怀，让植根中华文明沃土的中华

美育精神，成为青少年学生追求美好人生的

精神力量，成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的重要支撑，成为服务人民、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不竭动力。

4. 坚持系统观念，凝聚推进美育改革发

展的强大合力

学校美育是系统工程，贯穿大中小幼各

学段，牵动各民族、各区域、各部门、各类学

校，需要系统谋划、战略布局、有机衔接、整体

推进。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推动支持下，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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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全社会对美育认识的不断提高，开展美育、

支持美育成为社会共识和自觉行动。学校美

育应不断加强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正确处

理战略与策略的关系，构建起课程教学、师资

队伍、实践活动、教学研究、条件保障全方位

育人格局，凝聚教育、宣传、文化、财政部门合

力，促进协同配合，强化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

并重，从而带动发展水平全面跃升。

三、推进学校美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系统深入学习、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育工作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持续推进学校美育改

革发展的动力源泉。深刻认识学校美育的本

质属性，强化学校美育的育人导向，实施学校

美育浸润行动，加强美育资源统筹协调，以系

统性思维推动学校美育工作高质量发展，是

未来美育工作的着力点和总路径。

（一）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学校美育

的本质属性

深刻认识美育的功能属性。美是纯洁道

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美育是审美教育、

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

创新意识的教育，教人辨美丑、知善恶、明是

非，帮助学生塑造健全人格、激发创新活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Marx，K.）提出的

“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

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2］的重要

意义已达成共识，重视审美发展的教育才是

完整的教育，才能造就全面发展的完整的

人。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要充分发挥

美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育人功能。

深刻认识美育的意识形态属性。美育是

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美与不美，本质上是

一个价值判断。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这一教育目标，决定了学校美育要把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美育的全过

程。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大力

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

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育深厚的民

族情感，促进青少年以更开阔的眼光、更宽广

的胸怀、更良好的精神面貌投身于民族复兴

大业。

深刻认识美育的人民属性。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新文艺运动，开启了以人民为中心的

美育新篇章；今天，新时代的学校美育是面向

人人的美育，这是做好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

应有之义。着眼于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把

美育贯穿全部的育人活动，使各级各类学校

的所有教师都成为美育的施教者，让每个学

生都能成为美育的受益者，让自然之美、艺术

之美、科技之美、生活之美等潜移默化、润物

无声地滋养每个学生，带动每个家庭，影响整

个社会。我们要坚持人民立场，把握未来发

展趋势，大力推进美育工作，为人民群众追求

美好生活赋能，以高质量的学校美育带动全

社会形成追求真善美的时代风尚，使人们善

于发现美、懂得欣赏美、不断创造美，努力创

造出更美丽的家园，创造出更美好的生活。

（二）强化育人导向，进一步明确学校美

育的目标定位

学校美育重在提升素养。要以美育全面

提升学生文化理解、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

意实践等核心素养，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

活，让学生身心更加愉悦，活力更加彰显，人

格更加健全。

学校美育重在培育情怀。学校要通过美

育促进学生形成更大的格局、达到更高的境

界、拥有更深厚的家国情怀，使他们对中华民

族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一个多世纪的伟大奋斗充满敬意，对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充满使命感。

学校美育重在形成文化。以美育促进全

体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营造昂扬向上、格调

高雅、充满活力的校园氛围，形成求真、向善、

—— 9



爱美的校园文化，通过校内外联动，更好地引

领全社会形成健康向上的审美风尚和昂扬进

取的精神面貌。

（三）勇于改革创新，全面实施学校美育

浸润行动

立足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教育部

将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并将其作为

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工程。［23］具体包括

实施美育教学改革、教师美育素养提升、艺术

实践活动普及、校园美育文化营造、美育评价

机制优化、乡村美育提质发展、美育智慧教育

赋能、社会美育资源整合等行动。

不断深化美育教学改革。开齐开足上好

美育课程，构建艺术学科与其他学科协同推

进的美育教学机制，强化教学与实践的有机

统一。充分发挥艺术教育在学校美育中的主

渠道作用，打造艺术课程活力课堂，展现学生

自信和风采。

大力提升教师美育素养。将美育纳入教

育系统领导干部和教师培训计划，重点打造

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

力的高素质美育教师队伍。注重教师源头培

养，加强师范类专业学生美育必修课程设置，

将美育素养有关内容纳入教师资格考试。

全面普及艺术实践活动。组织面向全体

学生的常态化学校艺术展演活动。办好全国

大中小学生艺术展演，广泛开展班级、年级、

院系、校级等群体性展示交流，尊重个人兴趣

爱好和特长优势，让每个学生都有参与艺术

实践活动的平台和机会。

高度重视以新技术赋能美育。借助大数

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活化教

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艺术体验、改进

评价过程。持续丰富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和地

方教学平台，不断更新上线美育精品课程和

教学成果。推动新兴数字技术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融合，促进中华文明传承创新。

充分发挥艺术院校的带动作用。进一步

发挥艺术院校的专业优势、资源优势、人才优

势。构建完备的现代高等艺术教育体系，加

强对艺术教育的研究，强化优秀专业艺术人

才培养，加大优质艺术作品创作力度，主动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为美育工作贡献力量。

（四）加强统筹协调，为学校美育工作提

供坚实保障

加强组织领导，把美育工作纳入学校重

要议事日程，建章立制，健全美育工作专门机

构，建设美育专业教师队伍，提供开展美育教

学活动的资金、场地和器材等，为学校美育工

作提供坚强保障和有力支撑。

凝聚社会合力，促进学校资源与社会资

源互动互联，推动校内外的资源设施共建共

享，鼓励社会力量支持参与美育工作，积极推

动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文化服务设施为

学校美育工作提供服务，让收藏在馆所里的

文物、陈列在大地上的文化艺术遗产成为学

校美育的丰厚资源。

推进交流互鉴，在扩大教育开放的背景

下，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对外

交流中推动美育发展和文明互鉴。借助国际

和国内、政府和民间多种交流渠道和平台，讲

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魅力，使中华民族

带着东方之美的神韵与风范走向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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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ly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New Era

Wang Jiayi

Abstract：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t theories of education，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nstructions and written comments o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erve as an organic part
of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point out the direc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and provide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to follow. Aesthetic education concerns the
building of a powerful country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the people's aspiration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ir spiritual
pursuit，and the demand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well-rounded talen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pirit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instructions and written comments o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has been consolidated，the policy system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the
reform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has been steadily promoted，the conditions and guarantees have been gradually
improved，and practic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rich. Embarking on the new journey in the new era，we should further
carry out the spirit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instructions o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timely sum up
experience，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strengthen the
orientation toward aesthetic education，conduct immersion-based aesthetic education，strengthen the overall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resources，construct a modernized aesthetic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and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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