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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育视角下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课程实践调查

（虞赛玉 俞秋锦，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高级中学，江苏，常州，213104）

摘要：本文聚焦大美育视角下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课程实践现状，通过家长、

教师、学生问卷调查法深入剖析家校社合作在美育教育中的实施现状、挑战与建

议。研究发现,家长、教师和学生都肯定家校社协同推进美育教育的价值，但实

际操作中面临美育认知差异，美育教育实施深度不足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增

进家长与教师之间的美育共识，提升家校合作活动的质量和效果，优化美育教育

资源配置，加强美育教育实施力度，提升美育教育质量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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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提出要更加注重全面发展，大力发展素质教育，促进

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有机融合，明确指出“五育”融合的教育发

展目标。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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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是“五育”的核心之一。
[1]
本文是课题问卷调查延伸出的分析报告，通过数据了

解大美育教育的实施以及家校社在美育一处的协同育人现状，对促进美育教育和

家校社协同育人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美育教育和家校社协同育人概述

大美育是一种将美育融入所有学科的教育理念，强调在所有教育活动中融入

美的元素，旨在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和综合素质。大美育的概念最早由教育理论

家滕纯提出，他认为美育无处不在，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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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规

定与说明。

家校社协同育人作为新时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高度重视家校社协同

育人的推进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2023 年 1 月教育部等十三部门

联合印发了《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形成定位清晰、机制健全、联动紧密、科学高效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2]
。本文通过对家长、学生、教师问卷调查及实施现状的分析，旨在深入了解家

校社协同育人的实际情况，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1）问卷设计：问卷内容涵盖家长、教师、学生对大美育教育和家校社协

同育人模式的了解程度、参与经历、满意度评价、课程效果感知以及改进建议等

多个维度。

（2）样本选择：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来自常州市武进区 5所不同类型

学校的家长、教师、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确保样本的多样性和代表性。

（3）数据收集与分析：通过问卷星线上问卷平台发放问卷，收集数据后运

用统计软件进行量化分析，并结合质性反馈进行深度解读。

2.基本信息

本次问卷调查家长卷共收集了 366 份有效问卷，覆盖了具有不同背景特征的

家长群体，包括性别、年龄、教育背景以及职业身份等多个维度。学生卷共收集

了 310 份有效问卷，包括了 5所不同学校高一高二的部分学生。教师卷共收集了



88 份有效问卷，包含 5所学校不同学科的教师。

这些详尽的数据不仅展现了参与问卷调查对象的多样性和全面性，也为后续

深入分析调查对象的特征、需求以及教育投入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资

源。

3.数据分析

（1）大美育内涵的了解

三份问卷调查都对大美育概念作了了解，图 1是家长卷，超过六成的家长深

信，美育教育不仅涵盖课本中的理论知识，更在于激发孩子的愉悦感受，培养他

们的审美能力，并助力其塑造完美的人格。但是在家长看来，这样的教育正是引

导孩子认识美、发现美、以及欣赏美的关键所在。图 2是学生问卷，从表中数据

看出大多数人认为美育就是美术学科，也会选择是音乐学科。从选择的鉴赏和写

生来看，也是偏向于认为美术学科多一些因为这些都是美术学科涉及的。其他方

面没有特别指向，但是了解相对较少。图 3是教师问卷，反应出绝大多数教师也

认为美育是美术、音乐、艺术教育，但是很多教师也选择了“真善美”这个选项，

说明对于美育的意义也是认可的。

题 1：您认为培养孩子认识美、发现美、欣赏美的美育是什么样的教育?

[多选题]:

表 1

选项 小计 比例

A.艺术教育（音乐、摄影等） 215 58.74%

B.课本理论知识的教育 225 61.48%

C.让人愉悦的教育 224 61.2%

D.培养审美能力的教育 256 69.95%

E.培养完美人格的教育 242 66.12%

F.其他 58 15.8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66

题 2：目前你所了解的大美育包含哪些方面? [多选题]

表 2

选项 小计 比例

美术学科 290 93.55%

音乐学科 229 73.87%

鉴赏 198 63.87%

写生 133 42.9%

其它 49 15.8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310

题 3：目前您所了解的大美育包含哪些方面? [多选题]

表 3

选项 小计 比例

美术教育 84 95.45%

音乐教育 77 87.5%

艺术教育 82 93.18%

真善美 73 82.95%

其它（请补充） 4 4.5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88

（2）对美育意义的了解

以下选取的题目反应的是调查对象对于美育的作用和意义的了解。图 4数据

反应的是学生认为美育对自己的影响。最多学生觉得美育可以提升兴趣爱好，较

多学生觉得美育可以增长知识和满足情感心理，对创意表达也有益处。图 5反应

的是家长对美育促进孩子发展的认知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显著的趋势：有

84.7%的家长认为，促进学生美育的核心目的在于为他们的生活增添多样性和趣

味性，同时帮助他们探索并发现自己的潜在兴趣爱好。图 6数据是教师对美育的

认识。数据反应出教师对于美育的意义有较深的认识，认为美育可以提高学生审

美能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实现学生道德的升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

题 4：你觉得艺术教育对你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多选题]

图 1

题 5：您认为家庭、学校共同促进学生美育发展的主要目的在于什么？[多

选题]

图 2



题 6：您认为促使您与家长在学生美育发展方面开展合作的原因是 [多选

题]

图 3

3.对家校社协同美育的认识

（1）家校社协同美育的意义认识

无论教师、家长还是学生都高度认同家校社协同美育。教师认为协同美育可

以让学生感到生活的乐趣，调剂学生枯燥的学习，为日后工作打基础，获得赞赏

及学业加分以及培养其兴趣爱好等；家长认为协同美育可以让生活更多样有趣，

调剂学生枯燥的学习，为未来工作做准备，获得赞赏以及学业的加分，寻找可能

的兴趣爱好等等；学生认为美育可以提升兴趣爱好，满足学业，增长知识，提升

道德素质，智力思维，情感心理，在就业需要，艺术加分，创意表达等方面也有

作用。

（2）家校社协同美育的现状

家校社协同育人目前贯彻还不到位。约百分之七十三的家长认为学校应该与

家长共同努力促进学生美育方面的发展，但是学校邀请家长参与的频率不高，多

数认为只有每学年 1-2 次。

（3）家校社协同美育的优化

从意义分析可知家校社协同美育有很大的实施基础，但是鉴于现状的分析实

施起来有一定问题，因此只有针对实际情况进行优化，才能更好实施。

题 7：您认为学校应该如何加强对美育在家校社协同育人课程中的支持?

[多选题]

图 4



图 5 则生动地展示了促使家长与学校在学生美育发展上携手合作的动力源

泉。丰富孩子的课外生活，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爱，促进孩子身心健康的全面发

展，提升孩子的自信心，以及为孩子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些美好

愿景成为了家校美育合作的强大驱动力
[3]
。家校双方以此为共同目标，致力于在

孩子心中播撒美的种子，培育出更加绚烂多彩的人生画卷。

题 8：您认为促使您与学校在孩子美育发展方面合作的原因在于什么？ [多

选题]

图 5

学生则更多从学校软硬件设施方面提出优化措施，促进美育教育。

题 9：你觉得学校的哪些艺术教育设施需要优化 ? [多选题]

图 6

四、结论和分析

1.学校课程实施现状

（1）美育课程融入

通过举办艺术节、音乐会及画展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为学生搭建

了展示个人才华的舞台，还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的艺术底蕴，营造了浓厚的艺

术氛围。

（2）家校合作课程设立

学校与家长之间建立了紧密的沟通桥梁，共同设计并实施了多项家校合作课

程。这些课程，如亲子阅读、家庭艺术创作等，不仅加深了亲子间的情感联系，

还培养了学生的家庭责任感。

2.家庭课程实施现状

（1）家庭美育环境熏陶



家长们日益认识到美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开始积极营造充满艺

术氛围的家庭环境。他们通过布置艺术气息浓厚的家居空间、购买艺术品和书籍

等方式，为孩子提供丰富的美育资源。

（2）家校互动课程实施

家长们与学校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与发展。他们积

极参与学校的家校互动课程，如家长志愿者活动、亲子运动会等，这些活动不仅

增进了家校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还促进了家校之间的紧密合作。

3.社会课程实施现状

（1）社会资源利用

学校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为学生提供丰富多

样的美育教育资源和实践机会。

（2）社区美育活动促进

社区在美育活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通过组织社区艺术节、文艺晚会等活动，

为居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同时增强了社区的文化氛围。

4.协同育人的实践进展

近年来，各级政府和学校在家校社协同育人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一方面，

家长学校和家长委员会成为学校开展协同育人活动、加强家校沟通的重要组织架

构；另一方面，学校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时，形式丰富多样，且能够遵循学

生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开展不同主题的活动。

五、挑战与建议

1.现有挑战

尽管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践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1）美育认知差异

家长与教师之间在美育认知上存在显著差异。家长可能更侧重于主科（如语

文、数学等）的协同教育，而对美育教育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这导致双方在家

校美育交流上难以形成共识。

（2）美育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虽然大多数家长支持美育教育，但美育教育资源的分配可能并不均衡。一些

学校或家庭可能缺乏足够的美育教育资源，导致美育教育的实施受到限制。

（3）美育教育实施深度不足

尽管大多数家长支持美育教育，但在实际操作中，美育教育的实施可能深度

不足。这可能是由于缺乏系统的美育教育课程、专业的美育教师或有效的美育教

学方法等原因所致。

2.改进建议



（1）增进家长与教师之间的美育教育共识。

定期举办美育教育讲座，邀请美育教育专家、艺术家等，为家长和教师提供

美育教育的专业指导和培训，提升双方的美育素养和认知水平。建立美育教育交

流平台，开展美育教育实践活动，通过亲身体验增进对美育教育的理解和认同。

（2）合理规划家校合作时间，提高美育教育效率。

制定家校合作时间表，学校与家长共同协商，制定家校合作时间表，明确双

方参与美育教育的时间节点和任务分工。

（3）提升家校合作活动的质量和效果。

制定家校合作活动计划，学校应制定详细的家校合作活动计划，明确活动的

目的、内容、时间和地点等，确保活动的质量和效果。建立活动反馈机制，建立

家校合作活动的反馈机制，收集家长和教师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调整和改进活动

内容和形式。

（4）优化美育教育资源配置，确保资源均衡分配。

加大美育教育投入，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加大对美育教育的投入，增加美育教

育经费和设施设备的投入，确保美育教育的顺利开展。

（5）拓宽美育教育目的，注重学生全面发展。

制定美育教育目标体系，学校应制定美育教育目标体系，明确美育教育的目

的和任务，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创造力和人文素养等。开展多样化的美育

教育活动，组织多样化的美育教育活动，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和人文素养。

（6）加强美育教育实施力度，提升美育教育质量。

完善美育教育课程体系，学校应完善美育教育课程体系，开设丰富的美育教

育课程，如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参与度，提升美育教育的效果。

家校社协同育人作为促进学生全面成长的关键路径，正日益受到各方的高度

重视与积极实践。本文通过对家长问卷调查和实施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家校社协同

育人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挑战和不足。展望未来，大美育视

角下的家校社协同育人课程实践虽面临诸多挑战，但其独特的育人价值和广阔的

发展前景仍值得我们坚定信心、持续探索。通过不懈努力与创新实践，我们有信

心构建出更加完善、高效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为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和社会责

任感的未来人才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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