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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的盲童学校里，视障孩
子拨动琴弦，唱出动人旋律；陕西安
康偏远山区的留守儿童用图画记录生
活点滴，作品屡屡获奖；“冰雪之城”
黑龙江哈尔滨的“创意市集”中，一群
大学生恣意挥洒激情……在“讲好中
国美育故事 展现美好中国形象”为主
题的对话会上，4位来自一线的美育工
作者分享了他们的美育故事，就如何
健全美育育人机制、强化乡村美育发
展等话题展开讨论。本场对话会由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
副教授、“美丽科学”创始人梁琰主持。

“美育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
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陶冶人，帮
助学生启迪思想智慧、激发创造活
力，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在哈
尔滨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郭砾看来，
美育绝非简单的“弹弹、唱唱、画
画”，也不是让所有人成为艺术家，
而是通过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
劳动教育的交融贯通，发挥“以美育
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重要作用。

杭州师范大学艺游学研究院院长
胡俊认为，要讲好中国美育故事，
不能局限于“形式审美”，必须植根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美育精
神，让人在美的环境中陶冶情操、
修炼心性、重塑人格，促进社会和
谐发展。

“美育育人，不止于课堂。”郭砾
介绍，今年哈尔滨师范大学把学生作
品搬进“创意市集”，在人流如潮的

“网红打卡地”师大夜市旁设置50余个
摊位，展示扎染、蜡染、泥塑、创意
毛笔字、书法篆刻、绘画涂鸦、木刻
版画等领域的艺术作品，吸引众多市
民和游客前来赶集。“一半人间烟
火、一半艺术殿堂，要让美育走出课
堂、面向人人，让美的种子广泛播
撒、生根发芽。”郭砾说。

湖北省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张
龙从事美育工作 30 年，致力于“让每
个孩子在人生的舞台上闪闪发光”。
她分享了三点体会：“一是以爱引
导，接纳、陪伴和爱他们，让每一个

儿童都能自信、阳光地快乐成长。二
是因材指导，充分挖掘孩子们的音乐
潜能，以美的力量促进学生的审美和
人文素养的提升，塑造美好心灵。三
是聚力传导，让更多人走近特殊儿
童，用爱和艺术点亮视障孩子的心
灯。”张龙说，每个学生都有自身特
殊的禀赋与差异，他们需要的是接纳
与理解，是帮助和支持：“我们要用
爱和音乐的力量，像一团火温暖他
们，让盲童自信阳光地快乐成长。”

乡村美育也是对话者关注的焦
点。胡俊说，城市化、工业化、消费
文化对乡村的传统文化造成冲击，如
果我们能通过乡村美育，让农村孩子
为乡土文化感到自信，那它就有可能
传承下来，甚至成为吸引城市人回流
的一种力量。

被孩子们称为“大胡子爷爷”的陕
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
宋安平，正是乡村美育的积极践行
者。从 2013 年到 2023 年，宋安平在
安康的偏远山区开设免费美术课堂，
教村里的留守儿童学木刻版画、水墨
画、中国画、剪纸。他与孩子们谈
心，启发孩子们观察日常生活，鼓励
他们表达真情实感，将感动自己的事
物与瞬间，用图画记录下来。宋安平
还组织孩子们到艺术馆、文化馆、博
物馆参观，为他们举办优秀作品展
览，带孩子们到中央美院、西安美院
等地参观学习，让更多乡村儿童通过
艺术收获阳光和自信。

“乡村美育并非一味向孩子灌输
美术知识和方法，最重要的是提高孩
子们的审美观察力、判断力和创造
力，让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认识
美、爱好美、创造美。”宋安平说。

在与山区孩子们共度的这些日子
里，宋安平感受到的美好与快乐，跟
他带给孩子们的一样多。“这些孩子
身上仍然保留着最真诚、最善良、最
纯 洁 的 美 ， 他 们 把 美 也 传 递 给 了
我。”宋安平说，社会需要人与人之
间的爱，人们需要相互帮助，美育他
人，也在美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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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
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
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教 育 活 动 是 人 类 社 会 启 迪 心
智、传承知识、陶冶情操的共同方
式，人文交流是世界各国增进相互
理解、实现共同成长的重要途径。

在积极开展国际教育合作和人文交
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的丰富
实践中，有许多参与者、贡献者。
日前，在浙江宁波举办的“2023国际
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论坛”上，嘉宾
们围绕“深化教育合作，促进人文交
流”主题展开对话，分享经验体会，
贡献真知灼见，凝聚广泛共识。

教育开放合作如何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高
校如何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家国情怀的一流人才？
在“促进教育开放合作 作育世界一流人才”为主题的
对话会上，4位来自高等教育一线、长期从事国际教
育工作的嘉宾围绕上述话题展开讨论。本场对话会由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王宏图主持。

“促开放、育人才需要长期坚守，也要融合特
色。”华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吴坚介绍，今年
是华南师范大学建校90周年，长期以来，学校以粤港
澳和东南亚为研究领域，凸显教师教育的国际特色。

“我们开设了‘国际教师教育’微专业，培养具备
国际教育视野、全面发展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复合型卓
越教师，充实专业课程设置并与国际学校紧密合作，
不断拓宽人才培养路径。”吴坚说。

区域国别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旨在培养国际问题
复合型人才。吴坚说，华南师范大学利用地处广东的
区域优势和资源条件，设立东南亚中文教师教育学
院、东南亚研究中心，全方位开展东南亚区域国别研
究与实践工作，积极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吴坚
说：“我们与东南亚的学术交流机制实现了常态化，在
东南亚7个国家设立了8个海外研究基地，并在海外建
立3所孔子学院，其中2所获评‘全球先进孔子学院’。”

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明
年将迎来20周年校庆。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学校沿
着“走出去”和“引进来”两个方向，在人才培养方面收
获硕果。该校党委书记沈伟其认为，中外合作办学是
教育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走出去’是让中国
学生到海外高校交换、学习；‘引进来’，一方面是把
海内外的优质师资集聚到学校，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
才；另一方面是欢迎各国留学生来华学习，培养更多
知华、友华人士。”

在沈伟其看来，国际教育合作要以培养国际化人
才为己任：“既要有国际化的视野，通晓国际规则，
能够进行跨文化合作交流，又要具备家国情怀，讲好
中国故事。”

上海纽约大学是由美国纽约大学和中国华东师范
大学合作创办的一所新型大学。2012年创建，2013年
首次招生，截至今年，学校已经招收了10届学生。

“上海纽约大学里，中外学生比例是 1:1，中国学
生和国际学生各占一半。学校师资中有 75%是从国外
引进的知名教授、教师。”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丁树哲
说，学校建立了 6 所联合研究中心，涵盖应用数学、
神经科学、计算化学、社会发展、数据科学与量子物
理等领域，吸引了众多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优秀科
学家，研究成果斐然。

“2018年，美国经济学家、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14年，他就在我们学校给本科
生开过课。”丁树哲说，有多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
在上海纽约大学教过书，作为高水平的学术平台，上海
纽约大学与许多具有潜质的科学家结下了缘分。

“以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为基本框架，与世界一流
大学对接，是探索全球化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的立足
点，通过学习和借鉴，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积极面
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和挑战。”丁树哲说。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赵丰曾担任中国丝
绸博物馆馆长。他说，丝绸之路本身就有全球化属
性，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高校艺术教育也要植根
于“一带一路”，架起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桥梁。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将从亚洲出发，加强
亚洲考古、艺术史研究。从明年开始，我们会推出亚
洲文明艺术大展，推进艺术领域的对外交流和国际合
作。”赵丰说。

架起东西方合作的桥梁
——专家共话“促进教育开放合作 作育世界一流人才”

本报记者 康 岩

浙江乡村的“美育课堂”、传媒
高校的“国际社区”、美术学院的

“案例文库”、民营学校的“交流基
地”，4 个不同领域的教育故事能
够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深化人
文交流合作 架起民心相通之桥”
为主题的对话会上，4位来自国际
教育和艺术领域的嘉宾围绕美育与
实践、传播美丽中国理念等话题展
开对话。本场对话会由中央文化和
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副研究员孙佳山
主持。

“因为‘美育课堂’，浙江农民
掌中的手机变成了记录美的相机，
农民成为美丽中国的传播者。”浙江
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王小川说，新时
代浙江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乡土美育教育的助推下，浙
江大力推进乡村公共空间的设计
改造、举办种类多样的艺术节，
很多颇具“文艺范儿”的传统乡村成
为海外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吸引众
多外国友人前来体验中国乡村生
活，也给摄影创作带来了取之不
尽的素材。

“越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
越有地方性就越有国际性。乡土美
育是开展国际化美育的基础和前
提，只有在本土美育的熏陶下，人
们才能真正理解多元价值观下东
西方审美的差异性和共通性。”王
小川说。

“乡土美育课堂”吸引了外国游
客，“高校国际社区”的美育实践则
让中外学生感受到了不同文明之
美。“学校设置国际传媒教育学
院，就是希望在校园里打造一个小
型的国际化社区，促进国际教育和
人文交流”。为了办好这个“国际社
区”，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教育
学院副院长唐妮娜提出两个关键
词：一是“连接”，各国的文化、习
俗可以同人文交流连接起来；二是

“以人为本”，在人文交流中，增强
留学生的参与度、获得感，感知不
同文明的魅力。“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接受国际
教育。这既是外在的时代要求，也
是内在的个人发展需求。在一个更
加开放的时代，熟悉、思考、分
析、运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和知
识 ， 是 年 轻 一 代 应 该 具 备 的 能
力。”唐妮娜说。

如何培养这种能力？中国美术
学院美丽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汪莎认
为，“实践案例教学”是培养国际化
人才的关键。她介绍，近 10 年
来，研究院为 1000 多个全国性艺
术实践活动建立了“美丽中国案例
文献库”。

“这些案例遍布全国，许多艺
术家、建筑师、音乐家通过美育方
式把作品创作在中国的大地上，把
美 丽 中 国 的 理 念 传 播 至 世 界 各

地。”汪莎说，研究院聚集了国内
外艺术、设计、科技、社会、文
化等领域的专家，致力于推动城
市更新和乡村振兴，以艺术界的
行动回应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需
求。“美育的根子是一个个具体的
人和事，只有落实到细节，艺术
实践的价值才会在人文交流中充
分彰显。”

谈到艺术实践，华茂集团董事
长、总裁、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馆
长徐立勋深有体会。作为推动中外
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的民间力量，
近年来，华茂集团设立了“华茂美
堉奖”，持续关注为世界美育事业
作出贡献的中外艺术家、教育家、
社会活动家和一线美育工作者；华
茂艺术教育博物馆收藏了近200件
中外名家真迹；博物馆周边，坐落
着 22 栋“大师创作室”，多位全球
顶级建筑大师在这里建起“朋友
圈”，形成了一个国际化的美育社
区和交流基地……

“我们希望以论坛、奖项、建
筑、艺术活动等形式，聚合媒体、
学者、智库和基层的力量，推动构
建‘美育共同体’。”徐立勋说，下
一阶段，华茂集团将继续做好教
育的实践者、艺术的推动者、美
育的思考者，进一步促进中外人
文交流，讲好“美美与共”的国际
美育故事。

讲 好 国 际 美 育 故 事
——一场关于“深化人文交流合作 架起民心相通之桥”的对话

本报记者 曹雪盟

2023国际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论坛的3场分论坛现场，嘉宾在进行对话交流。
论坛组委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