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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美育教育，化美启智立德树人”，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

团董事长万捷在今年两会期间，就青少年的美育教育问题向国家提出

建立流动美术馆的建议，让大、中、小学生在校园里就能欣赏到上百

场艺术展，普及艺术教育。一份名为《关于在非美术专业大学本科开

设“大学美术”课程》的提案更是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关于这份提案的出炉，万捷董事长进行了长期的深入实地的探访和调

研，他颇有感触的说：“现阶段大、中、小学美育教育受到客观条件

的制约，尽管国家投入在不断加大，但我国中小学阶段的美育教育仍

未达到全民化普及教育程度。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等基本

国情制约了我国美育教育普及化程度。美术专业教师缺乏也是制约美

育教育普及的重要因素。在部分教学条件较差的地区，存在着大量其

他专业老师兼任美术教师的现象。非美术专业的老师们，在艺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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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程度存在着极大欠缺，且在主观意识上对艺术类课程也得不到

足够的重视。而青少年接受课外美育普及教育的机会并不多，全国青

少年儿童走进美术馆、音乐厅进行美育活动的家庭比例和人次与一些

国家相比较还有不小的差距，比如：法国、德国、美国。按照国家九

年制义务教育规定：中、小学生艺术类课程应占总课时的 9%-11%，

但据实际统计目前尚不足 5%。非美术专业的大学本、专科院校，也

并未开设像‘大学语文’‘大学英语’‘大学体育’一样来开设 ‘大

学美术’公共类课程。”

流动美术馆是在党中央“提高全民审美和人文素养”的号召下，由雅

昌文化集团整合自身服务艺术行业二十逾年的资源与经验，倾力打造

的一个创新型的艺术普及教育平台。通过线上 + 线下的活动，结合高

科技及多媒体互动展示的方式，将艺术家讲座、艺术实践课等多元化

的教学形式融合进去，使得普通师生能够直接接触大量珍贵、经典的

艺术作品，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艺术教育价值，大力提升全民艺术素养，

营造富有书香艺术氛围的社会风气。通过手机、ipad 等移动端，能够

扫描图像，能把作品最精华的部分，通过专家的讲解、艺术家的讲解，

让学生更加立体地理解艺术作品。流动美术馆用这样的形式推出一个

个的展览，用展览来使学生能够科学地、系统地、通过美术来了解艺

术知识。这样一个学生在 12 年的中、小学教育过程中，就能看到 400

个以上的艺术展览。

与此同时，流动美术馆的每一场主题艺术展览，都会邀请一位知名艺

术家来担任讲师，为广大艺术爱好者进行讲解分析，教会大家如何欣

赏这些作品。艺术家讲师团队作为流动美术馆服务中最核心的资源与

优势，在我们的巡展活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每一场讲

座，每一节实践课都为孩子们打开了通往艺术世界的大门。在欣赏聆

听艺术之后，现场还配以了艺术实践课，让学生们除了去用眼、用耳

去欣赏艺术之外，更能用心去创造艺术，让艺术的种子得以传承与发展。

流动美术馆正是通过这样一场场“艺术展览 + 艺术家讲座 + 艺术实践

课”的形式，不断的在全国的中小学校园、社区以及企业里巡回开展，

让大众不用东奔西跑，就可以欣赏到精美的艺术作品，与中外艺术名

家名作零距离接触，徜徉在艺术的海洋中，在潜移默化间收获艺术知识，

培育艺术心灵，从而提升自身的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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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6 年开始，流动美术馆先后在北京、上海、深圳、哈尔滨、杭州、

郑州、合肥、成都、西安、重庆、德阳等城市的中小学校、青少年活

动中心（如深圳市少年宫、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等）、企事业单位（万

科集团、北京市平谷区国税局等）、商业中心（重庆 MOCO 龙湖等）

和社区（深圳市南山区、哈尔滨市平房区等）成功举办了 500 余场巡

展活动，将中外艺术经典送到他们的身边，让不同年龄层（6 岁 -60

岁以上）的大众都能欣赏到这些艺术瑰宝，配合针对不同年龄群体的

艺术讲座和艺术实践活动，加深他们对展览的理解和认知。目前，流

动美术馆正在策划走进西藏的巡展工作，将汉族文化经典送进雪域高

原，促进汉藏文化的大融合，推动西藏教育的发展。

此外，流动美术馆在巡展过程中，通过与众多知名机构合作不断对服

务内容、艺术教材和互动课程等方面进行研发升级。如故宫博物院、

华东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等艺术机构、文博机构、

高等专业院校以及教育研究结构合作，为流动美术馆提供全面的支持

和服务。

流动美术馆最大的价值就是要通过这一场场“永不落幕的展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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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广大民众提供一个良好的艺术氛围；让每一位公民都可以接受

到专业的美育教育，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塑造优秀的民族精神气质；

让艺术欣赏成为我们生活的新常态，构建全民艺术普及教育的创新平

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融入艺术教育细微之处，把培育创新精

神作为艺术教育的内在追求，把人才培养作为艺术教育的根本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