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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探讨艺术赋能视域下在地美育实践的内容、意义与作用的同时，尝试探索出在地美育实

践的评价体系，用以应对当前在地美育实践项目中存在的困境与挑战。为进一步更新中国化的美育实践

打开新格局、奠定新理念、提升新高度。方法 对在地美育实践项目的案例进行整理与收集，并依据案

例的特点、实践内容、实践类型等因素对实践案例进行初步的比较与分类；采用德尔菲法获取评价指标，

对最终获得的评价指标进行 CVR 检验后，完成 AHP 层次分析图的搭建，构建出评价体系。结果 依据

6 个层面 24 个评价指标完成了 AHP 层次分析图的搭建，在构建了评价体系的同时也为后续的研究明确

了方向与具体的工作内容。评价体系的建立将助力在地美育实践项目更好地完成从场所到精神的更新，

使艺术赋能于场所，美育践行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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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Enabling 

WANG Hui-min, ZHAI Yi-tao 
(College of Art,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content, significance, and role of local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enabling, and attempt to develop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s to resolve the 

current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faced in local aesthetic education projects and to further advance the localiz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s in China, open up new horizons, establish new concepts, and elevate to new heights. Firstly, 

local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 cases were collected and sorted out; Preliminary comparis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cases 

wer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practice content and types. At the same time, the evaluation index was 

obtained through the Delphi method, an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HP was constructed after conducting a CVR 

test on the final evaluation index. Finally, based on 6 dimensions and 24 evaluation indicators, the AHP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constructed, and specific tasks for future research were clarifi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would help local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 projects to better complete the renew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s from 

place to spirit, to achieve art enabled in places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d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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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

以及我国对新文科、新艺科建设的战略性指导，越来

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艺术与多学科的互建，特别是

艺术对社会经济和人文环境的赋能与影响。与此同

时，在地美育实践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也显得更为重

要。然而，在地美育实践却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与难

题，如资源匮乏、教育模式陈旧、专业人才短缺、人

口老龄化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不足等，这些问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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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制约了在地美育实践的发展。而艺术赋能视域下

的在地美育实践，则是将艺术与地方文化、教育、多

元环境等相结合，使在地文化散发独特魅力的同时也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育人环境、生态建设等方面

的更新带来新的契机，并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艺术赋能视域下在地美育实

践项目的梳理与分类，实现以下研究目的：一是探讨

艺术赋能视域下在地美育实践的内涵、意义与作用，

解析在地美育实践的本质与影响力；二是探讨当前在

地美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三是探讨建立评价

体系的必然性与意义，评价体系的建立不仅有助于发

现目前在地美育实践中的问题，还能够为未来艺术赋

能视域下的在地美育实践提供原则、创新路径与可持

续的发展方向；四是加强对在地美育实践的宣传与推

广，提高公众对美育实践的认知程度与重视程度，以

期发挥艺术赋能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动

在地美育实践的发展，并为学科的多元互动带来更加

积极、正面的影响。 

1  艺术赋能视域下在地美育实践项目的现

状与分析   

1.1  现状与类别   

美育实践项目得以在各个地方如火如荼地开展

离不开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产业促进法》《国务院关于全

面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及《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

的要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 202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联合

相关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

意见》，其中，明确了创意设计、演出产业、音乐产

业、数字文化、文旅融合等 8 个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

兴的重点领域[1]。也正因如此，在地方教育部门、文

化部门、美术馆、美术学校等单位的组织下，针对当

地社区、乡村、学校等活动，以艺术教育课程、艺术

季或展览、艺术比赛、艺术讲座等形式，为当地社区

居 民 提 供 更 为 多 元 化 的 教 学 内 容 与 艺 术 体 验 的 同

时，也对原住民的审美素养和创造能力产生了不同程

度的影响与提升。而这些在地美育实践项目不仅采用

了更为创新的路径与模式，如跨学科教学、移动教

室、网络教学等，为了满足当地居民与学生的需求，

在周期、类别与形式上有着更为多元化的构成。具有

代表性的在地美育实践项目的类别，见表 1。 

1.2  理论基础与特征 

艺术赋能，是指艺术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且正向的

作用，具有推动社会变革和个体发展的主观能动性，

它强调艺术不仅仅是一种创造与审美性的体验，而是

能够主动、积极地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思维、情感与行

为。这个概念可溯源至艺术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

科的互动研究，早期指向艺术、社会与公共空间以及

个人的发展问题，如知觉的再教育[2]以及公共空间服

务[3]等，随后在学术界和实践中逐渐形成并被广泛讨

论，也涉及艺术教育、社区发展、创意产业、心理治

疗甚至城市美化运动[4]等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各学科

的研究者和艺术从业者都在探索与发展艺术赋能的

理论及实践。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艺术赋能的概念

与艺术教育中的“艺术赋能教育及美育”有着明显的

差异性。艺术赋能教育强调通过艺术教育的方式培养

个体的创造力、表达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使他们能

够在各个领域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而使艺术赋能更

广泛地指涉艺术对社会和个体的影响、变化。艺术赋

能是一个包含多个领域的复杂概念，也正因如此其理

论与实践都在今天得到更多元化的发展并趋于丰富。 

如果说：生命即一种结果，社会连同空间一起，

被解释为一个整体[5]，那么美育对生命的质量与结果

产生的影响是不可替代且无法估量的。因此，在地方 

 
表 1  具有代表性的在地美育实践项目的类别 

Tab.1 Representative categories of local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s 

分类方式 内容 

项目名称 
艺术季、戏剧节、文化展、讲习所、工作坊、艺术课程、艺术研学、艺术项目、驻留计划、非遗工作室、

公共空间有机更新、文化创意产业、艺术疗愈、社区营造 

项目内容 美术、音乐、舞蹈、戏剧、书法、摄影、设计、策展、公共装置、建筑、传统手工艺 

项目周期 长期、三年、两年、一年、半年、一季度、一个月 

项目地点 学校、社区、博物馆、公园、广场、历史街区、老旧厂区、旧商业区、城市公园、城中村、乡村、城镇

项目类型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项目、乡村振兴文化项目、公益艺术教育、艺术家驻留计划、数字美育、艺旅

融合、高校联动、校企合作 

项目发起人 国家文化部、地方政府、文化企业、教育部门、民间组织、美术馆、名人名家 

项目执行团队 政府、文化企业团队、高校、中学、小学、专业文化团队、社区志愿者、美术馆、博物馆、公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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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或特定地域范围内所开展的美育教育和艺术实

践活动，不仅起到了对在地特色文化和场所精神文化

更新、保护与传承的作用，也致力于关注个体的生命

质量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和谐发展与共建[6]。这也印证

了理想的参与式艺术并不会将艺术从“无用”的美学

范域中抽离出来[7]。也正因如此，在地美育实践包含

但不限于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地性与特色，注重地方社区的独特文

化、历史人文、自然环境等特点，通过艺术和美育的

活动来弘扬、保护、传承地方的文化遗产。 

第二，社区参与度，在地美育强调建立与大众生

活的联系，将日常生活审美纳入视野[8]，注重社区居

民的参与和共同创造，鼓励社区成员积极参与艺术

活动，共建富有艺术氛围和可持续注入活力的发展

型社区。 

第三，教育与培养，不仅关注艺术教育，也强调

人们对美的感知力以及培养过程，更侧重培养个体的

审美素质和创造力的激发，正所谓“培植艺术心，涵

养其品格”[9]。 

第四，协同与共建，基于艺术和文化对地方经

济、环境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与影响力，通过在地美

育实践来推动所在地的文化繁荣，促进经济、生态与

环境的共同发展等。 

第五，社会凝聚力，通过艺术和美育活动，提升

在地社区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凝聚力，促进和谐团结的

同时起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作用，提高地方内在的可

持续发展动力。 

1.3  当前困境与挑战 

目前，虽然艺术赋能视域下的在地美育实践项目

发展迅速，但也面临着一些困境，较为突出的有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资源的匮乏或不平衡，在地美育实践常常

受限于经费、场地条件、设备和人力资源，尤其是在

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在对比之

下显得更为突出，这就导致了有限的实践资源所覆盖

的范围及质量无法得到有效的落实与保障。 

第二，专业化师资的稀缺，在地美育实践需要有

具备艺术和美育等专业知识的从业人员，但是有相当

一部分专业人员因为没有得到持续的师资发展机会

等而转行转业。这也间接导致了实践中师资力量的稀

缺，影响了实践的质量与效果。 

第三，教育认知与观念的限制，在部分地区传统

的 教 育 认 知 观 念 中 往 往 只 重 视 学 术 成 绩 和 应 试 培

养，对艺术与美育的价值和重要性认识不够充分，这

就使在地美育实践缺乏一定的支持与认可。因此，要

使“大美育观”不仅在美育理论的建构上产生积极的

影响，还要对美育实践的普及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

作用[10]。 

第四，社会参与度不高，在地美育实践需要各方

协同合作，但往往面临着社会各方积极性和参与度不

高的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行业对

艺术与美育的认知和兴趣程度有限、实践内容与形

式不够丰富、在地企业或合作方因利益缺失而无意

介入等。 

第五，美育研究的局限性，我国美育学术研究已

走过 40 余年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不少有价

值的成果，但也存在需要正视和有待改进的问题。当

前，美育实践研究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深化美

育基本理论认识，促进美育学的学科发展；强化美育

思想边界意识，增强美育研究的实践性，提高美育学

术科学水平，开展跨学科的协同研究[11]。 

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与体系有力于推动艺术学

科与教学的战略性发展[12]。因此，在地美育实践评价

体系的建立不仅可以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应对未来

的挑战，还在学科建设层面具有更长远的价值与意

义，对在地美育实践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目标与价值导向，评价体系可以帮助

在地美育实践明确自身的目标与价值，准确定位实践

的目标和意义。通过明确目标，在地美育实践可以

更加精准地对接社会、地方甚至个体对象的需求，

提供更加具有有针对性的艺术赋能下的在地美育实

践服务。 

第二，提高实践质量与效果，评价体系可以对在

地美育实践项目进行全面的综合评估与监测，帮助其

发现实践中的问题与不足，并给出相应的优化策略与

改善方案。通过评价的反馈与建议，在地美育实践可

以在践行中提升质量和效果，并不断创新赋能，实现

可持续发展。 

第三，促进资源配置与合作，评价体系可以为在

地美育实践项目提供数据支持，帮助在地美育实践项

目在争取更多资源与支持的同时，还能够通过评价结

果的共享与交流提高社会影响力与地方美誉度。 

综上所述，建立艺术赋能视域下在地美育实践的

评价体系势在必行，这不仅是美育事业向前发展的必

经阶段，也是艺术赋能推动各学科交互发展的使命与

责任。 

2  研究方法与过程 

在确定研究方法与研究流程后，见图 1。随即对

所收集的包含“大凉国际山戏剧节”“中国酉阳乡村

艺术季”“iSTART 儿童艺术节”“长江上下：公共

艺术行动计划”“白塔寺再生计划”“与美同行”“美

绘乡村”“旧楼新颜”“艺术点亮乡村”等项目在内

的资料进行了梳理与分类，并依据分类特征、实践专

业的特点、项目内容以及研究方法中专家的构成要

求 [13]等完成了专家集团的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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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流程 
Fig.1 Research flow 

 
 

在德尔菲首轮开放式调研中收回有效专家问卷
19 份，初步从培育效果、创新应用、协同共建、多
元体验、社区营造、宣传推广等层面提取梳理出 53
个评价指标后再进行问卷投放。在第二轮的调查问卷
中收回有效调查问卷 16 份，依据 Likert scale 剔除均
值低于 2.5 的不合格指标后，获得有效评价指标 47
个，再次对这些指标进行整理并继续投放用于第三轮
专家问卷调查。在第三轮专家问卷调查中收回有效问
卷 15 份，获得有效评价指标 36 个，名称、内容与均
值结果判定梳理详情，见表 2。最终，在完成第四轮
专家问卷投放后，收回有效问卷 15 份，由培育效果、
创新应用、协同共建、多元体验、社区营造、传承保
护 6 个层面获得评价指标共计 24 个。 

表 2  第三轮评价指标、内容与均值结果判定 
Tab.2 Evaluation indexes, content and mean value result decision in the third round 

类别 名称 内容 判定

创造力 通过实践能够有效提高对象的创新能力与创意水平  

表达力 通过实践能够有效提高对象传达、表达想法、展现观点和情感的能力 （×）

行动力 通过实践能够有效提高对象积极主动地付诸行动、执行计划和实施创意的能力 （×）

审美素养 通过实践能够有效提高对象对美的知觉力，包括对美的感知、欣赏和理解的能力  

培育效果 

创新思维 通过实践能够有效提高对象运用独特的思考方式和方法进行问题解决和创新的能力  

策略创新 该实践在方案策划、落地与执行上展现的创新能力  

路径创新 该实践在观察方法、操作顺序等层面有创新能力  

模式创新 该实践在组织结构、实践模式和运营方式上的创新能力  

概念创新 该实践在观念或理论等层面有创新能力  

形式创新 该实践在实践设计、艺术表现与媒介形式上的创新意识  

产业创新 该实践助力地方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融合、转型等  

创新应用 

价值创新 该实践为对象提供正向且积极的赋能，如更正向积极的观念、体系与链接  

文化认同 该实践有助于提升对地方文化、社区的认同和理解度  

场所更新 该实践有助于改善和升级地方环境、设施等，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好的生活空间与氛围  

人文环境 该实践有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良好互动、共同发展和文化交流等  

社会环境 该实践有助于建立和谐、公正和包容的社会环境，提升社会福祉  

自然生态 该实践有助于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 该实践有助于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产创融合 该实践有助于产业与创意的融合，推动产业联合或跨界的创新发展  

协同共建 

学科联动 该实践有助于跨学科合作，促进学科发展或某领域创新研究 （×）

丰富性 该实践为参与对象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与多样化的活动体验  

能动性 该实践具有调动对象积极主动地参与和体验活动的能力  

趣味性 该实践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以及趣味性和娱乐性的特点  

艺术性 该实践融入了艺术元素，展现了创意和艺术表达  

实验性 该实践为对象提供实验和探索的机会，以及新的可能性 （×）

实用性 该实践对对象而言兼具实际应用的可行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持续性 该实践对对象而言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或产生了永久的影响力  

开放性 该实践接纳不同年龄、身份、行业背景等的参与者 （×）

包容性 该实践在参与对象的条件与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充分体现了包容性  

灵活性 该实践具有灵活性和可调整性，可以适应对象不同的需求和情况 （×）

适应性 该实践能够适应并应用于不同的环境和场所 （×）

积极性 该实践能够调动对象主动参与，甚至得到热情的回应  

多元体验 

延展性 该实践具有一定的延展性，能够激发对象的潜能，不断拓展其边界  



442 包 装 工 程 2023 年 5 月 

 

续表 2 

类别 名称 内容 判定

认同程度 该实践有助于提高对象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程度  

开放程度 该实践有助于提高对象对外包容性的程度 （×）

友好程度 该实践有助于促进对象之间的友好关系和互动联结  

参与力度 该实践有助于提高对象参与社区/地方事务和活动的频率与力度  

凝聚力度 该实践有助于提高对象之间的凝聚力和团结程度  

社区营造 

影响力度 该实践有助于提高对象在整体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声誉  

遗址遗迹 该实践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历史遗址和遗迹  

历史人文 该实践有助于传承和弘扬历史人文遗产和文化传统  

非遗融合 该实践有助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生活和创作中  
传承保护 

地方特色 该实践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地方独特的文化和特色  

人工智能 该实践方案中涉及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促进对象的创新和发展 （×）

物联网 该实践方案中利用物联网技术与各种设备和系统进行交互 （×）

虚拟现实 该实践方案中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创造沉浸式的体验和互动 （×）
科技智化 

数字化应用 该实践方案中将复杂多变的信息转变为可度量的数字、数据等  

注：“实践”均指代：艺术赋能视域下的在地美育实践项目；“对象”均指代：参与实践的个体、团体或指代地方、社区。 
 

在使用 AHP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之前，先对使用

德尔菲法获取的 6 个层面共计 24 个评价指标进行妥

当性与信赖度检验，检验公式如下： 
CVR=(ne–N/2)/(N/2) (1) 
在检查结果中数值为“0.4~0.6”的即为符合妥当

性，数值为“0.6~0.8”的即为妥当性较高，而数值低于

0.4 的即为妥当性不足，该指标将被判定成非正常指

标并予以剔除。 

最终，对 24 个评价指标进行检验后，将其与所

对应的 CVR 进行整理，并与判定结果一起制作成表

格，见表 3。 

 

表 3  最终指标与妥当度 
Tab.3 Final evaluation indexes and CVR value 

类别 名称 CVR 结果 类别 名称 CVR 结果 

创造力 0.60 合格 丰富性 0.73 合格 

审美素养 0.46 合格 趣味性 1.00 合格 培育效果 

创新思维 0.86 合格 艺术性 0.86 合格 

路径创新 0.46 合格 包容性 0.60 合格 

概念创新 0.60 合格 

多元体验 

积极性 0.46 合格 创新应用 

价值创新 0.73 合格 友好程度 0.46 合格 

文化认同 0.60 合格 参与力度 0.46 合格 

场所更新 1.00 合格 凝聚力度 0.60 合格 

自然生态 0.46 合格 

社区营造 

影响力度 0.86 合格 

经济发展 0.60 合格 遗址遗迹 0.46 合格 

协同共建 

产创融合 0.60 合格 历史人文 0.60 合格 

    非遗融合 0.60 合格 

    

传承保护 

地方特色 1.00 合格 

 

3  结果与展示 

经过检验与梳理后，6 个层面共计 24 个评价指

标都被判定为正常指标。其中满分指标有 3 个，分别

为场所更新、趣味性、地方特色；妥当度较高的指标

有 14 个，分别为创造力、创新思维、概念创新、价

值创新、文化认同、经济发展、产创融合、丰富性、

艺术性、包容性、凝聚力度、影响力度、历史人文以

及非遗融合；合格但数值偏低的指标有 7 个，分别为

审美素养、路径创新、自然生态、积极性、友好程度、

参与力度、遗址遗迹。将以上评价指标制作成 AHP

阶层分析图，见图 2。 

在确定了决策目标层后，构建了准则层与指标

层，但由于在地美育实践项目的案例过多且分类繁

杂，因此，本研究尚未在已梳理的在地美育实践案例

中选定方案层展开后续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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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评价指标体系 
Fig.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4  结语 

艺术赋能视域下的在地美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意

义与价值。艺术赋能提供了一个创造性的平台，使参

与者能够体验和探索艺术的魅力，培养审美能力和创

造力；能够加强在地社区的文化认同与凝聚力，并通

过展示在地特色的艺术形式和文化遗产等，增强当地

居民对地方产生认同感，形成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有

效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此外，艺术赋能下的文化

创意产业等还能够为当地吸引更多的游客与投资，

为就业带来新的契机，可以有效推动当地的产业融

合发展等。 

然而，通过深入研究与探索，也意识到在地美育

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与挑战。如资源的分配不均

衡、参与度与影响力的降低以及艺术教育专业人员的

稀缺等。因此，需要确立在地美育实践项目的评价体

系，并不断探索和完善艺术赋能的策略与机制，以确

保在地美育实践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性。 

总之，艺术赋能视域下的在地美育实践研究提供

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与方法，艺术赋能不仅能够为在地

美育实践带来更加丰富的资源与机会，也能在唤醒地

方协同共建潜能的同时注入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推动

美育的实践探索与学科间的多元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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