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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长 宁 区 教 育 局 文 件

长教〔2023〕36 号

长宁区教育局关于对长宁区政协

第十五届二次会议第 118号提案的答复

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签发人：熊秋菊

章艺等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双减’政策下校内推进艺术课程的建议”

的书面意见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双减”工作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为

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核心理念，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

的重要举措。区教育局按照学校主责、多方参与，安全第一、教

育为先，规范管理、创新实施的基本原则，指导小学、初中学校

承担课后服务主责，将课后服务纳入“五育融合”体系，因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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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开设体育、艺术、科技类等素质教育活动。各校以本校教职工

为中坚力量，充分利用区少年宫、第三方社会机构以及校外专业

人才等资源，开设艺术类兴趣课、社团课与学生艺术团排演等活

动，让学生享有更优质的美育发展环境。

为使区域课后服务迈向更高水平，区教育局注重强化政府统

筹协调与支持保障职责，依照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区达标标准建设

艺术专用教室，配置专用设备，基本满足了课程需要。根据相关

文件要求，合规发放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报酬，保障教师应有待

遇。积极发挥区艺教委、区教育学院教研室组织、协调与指导功

能，集聚优质教育与文化资源，帮助学校丰富课程内容，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一、为提升课程质量提供支撑

一是从“基础培训”入手，筑牢立德树人根基。所有教师均

完成教师规培任务，定期参加市、区组织的线上线下教研活动。

区教研室坚持育人为本，突出素养本位，强化美育价值观培养。

强调为学生营造体验式学习情境，使学生在欣赏、表现、创造中

形成持续的审美实践体验，实现感知能力、表现能力、创造能力、

文化理解和学习能力的提升。二是从“专项培养”入手，提升教

师业务水平。在区艺教委的组织下，各校艺术教师根据个人专长

报名参加区艺教委或者市教委主办的名师工作室、教师培训班等。

工作室以导师负责制的形式定期开展教研，在多位名师的言传身

教下，教师的艺术修养与教学水准得以提升。同时，区艺教委定

期召开学校艺术总辅导员例会，聚焦学校艺术教育发展方向，交

流学校“三团一队”建设和课后服务经验。三是从“高端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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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促进“业务骨干”发展。各校艺术骨干教师经推荐参与区

种子教师培训、学科带头人项目制培训及上海市“双名”工程培

训、市级科研培训等，通过各类研修，促进“学科优秀团队”与

“优秀教师”共生发展。

二、为学生艺术发展提供沃土

长宁区一贯重视学生艺术团的建设与发展，市、区学生艺术

团数量在全市位居前列。各校均重视学生艺术团发展，将学生艺

术团发展纳入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发展体系之中。多个学生艺术团

曾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中小学艺术展演或外访交流，新泾中学等

被评为全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校；多所学校成为市学生交响乐联

盟、学生民乐联盟或学生合唱联盟校。

各市级学生艺术团和区级重点学生艺术团均聘请上海市著

名的专业团队教师进行排演，各校专职音乐教师结合个人专长带

领各项团队稳步发展。所有艺术团均建立严格的排练与团员考核

制度，专业教师每周定时定点指导学生排练，为长宁区培养了一

批优秀艺术骨干学生。根据市教委推进学校艺术“一条龙”人才

培养布局体系的要求，各学校、区少年宫按照项目发展规划，推

进机制建设、课程研发、人才培养等研究与实践，为有兴趣、有

潜能的学生提供“一条龙”培养平台，成效较好。同时，区少年

宫积极发挥校外机构优势，开设启蒙班、初级班、中级班、高级

班多层级的艺术培训班（团），通过校外教育助推学生艺术特长发

展。

三、为丰富课后服务提供资源

一是扩大区少年宫课程惠及范围。“双减”实施后，区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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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将原品牌项目“城堡学艺”升级为服务范围更广、更能满足学

生个性化选择的“城堡传艺”项目。统筹为全区初中、小学的课

后服务时段提供教师进校服务、区少年宫课程资源共享、社会实

践体验等资源，协助学校创建艺术特色，强化学生艺术团建设，

为学校美育教育增添活力。

二是用好区域馆校合作课程。充分发挥区域内刘海粟美术馆、

国际舞蹈中心、文化艺术中心和版画艺术中心等优质艺术资源作

用，让学生进入专业场馆参加体验式学习，打造有规格、有深度

的场馆教育模版。精心打造“版画课程进校园”活动，让版画这

一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发扬。聚合区文旅局、区教育学院与社

区资源，打造校园中的美术馆——“新苑美术馆”，通过学校、社

会和家庭的共育，引导学生像艺术家一样自主策展，将需求和想

法转换成校园美术馆的策划内容，通过学生的观察、思考、创造、

实施整个项目过程，提升审美能力，让艺术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参

与热情。

三是编制公共文化场馆资源导学手册。基于小学美术学科课

题，积极利用区内文旅资源，编制“指导手册”。探索形成公共文

化场馆资源融入学校美术教学的应用路径和策略，提升学生对长

宁区内美术文化的关注程度，发展学生在生活中发现美、欣赏美

和创造美的能力。

四是尝试区域线上艺术资源供给新模式。依托长宁教育数字

基座，推出“星课程”系列艺术微课，在课后服务时段开设线上

艺术直播课，使区少年宫艺术课辐射全区学校，惠及所有学生。

2022 年疫情期间，不间断开展线上艺术教学近 2000 课时，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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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近 50 个，各艺术团队以抗疫为主题创作艺术“云”表演，极

大丰富了学生的居家生活。未来，将继续在长宁区教育数字基座

上线“城堡传艺”系列艺术云课，打造线上“上海学生美术馆”，

学校可在课后服务时段选择播放供学生学习，学生也可在业余时

间自由选择学习。

对委员提出的一些建议：如还需加强普遍性与个性化相结合

的艺术教育供给、强化艺术骨干学生系统化培养等，我们将持续

跟踪推进，以促进优秀艺术骨干学生实现德学演平衡。今后，区

教育局将进一步发挥政策指导、统筹协调与支持保障作用，加强

文教结合机制建设，共同深挖优质资源，指导学校“双减”工作

提质增效向更高水平发展，促进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长 宁 区 教 育 局

2023 年 4 月 2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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