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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高校美育助力山东省日照市乡村振兴的探讨
纪齐琦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山东省日照市，276800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对高职高专中美育在助力山东省日照市农村振兴的作用与路径进行研讨。对美育的内涵意义

及其在高职高专中的实践情况进行分析后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美育助力农村振兴的策略。美育既能提高农村居

民的审美素养，又能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所以本文认为高职高专要发挥

专业和人才优势，以美育实践的方式对农村振兴作出贡献。从这一点看，高职高专要充分挖掘美育资源，结合农

村振兴工作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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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农业，

农村，农民现代化的关键举措。随着《山东省乡村振兴

促进条例》的深入实施，日照市在乡村振兴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效。然而，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发展，更

是文化，教育，生态等多方面的综合提升。美育作为教

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人的审美情趣，人

文素养及创新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职业高校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基

地，其在美育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对于助力日照市乡村

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 美育的内涵与重要性

1.1 美育的定义

美育，即审美教育，是通过艺术手段对人们进行美

的熏陶和感染，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的教育活

动。它不仅包括对艺术美的感知与欣赏，还涵盖了人文

情怀，美学思维，审美价值观等方面的培养。

1.2 美育的重要性

首先，美育能够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使其具备感

知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其次，美育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共情能力和创新思维，使其在面对复杂问题时能

够灵活应对。最后，美育还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促进其全面发展。

2 职业高校美育的实践与探索

2.1 美育课程体系的构建

职业高校在美育实践活动中，首先应以课程体系的

构建为重点，通过开设多种艺术类课程，如绘画类，音

乐类，舞蹈类，书法类，戏剧类等，在丰富学生艺术体

验的同时，对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进行培养。为

了将美育课程与思政课通识课专业课有机结合起来，形

成“美育+”的课程体系，以达到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

质的目的。这就是职业高校在美育实践活动中，注重课

程体系的构建。

2.2 美育资源的整合与利用

职业大学拥有丰富的美育资源，这些资源有专业教

师教学设施艺术作品等，在美育实践中高校要充分运用

这些资源，举办艺术展览音乐会戏剧表演等活动，向广

大师生提供展示交流的平台，同时加强与地方文化机构

的合作，共同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美育项目，促进美育

与地方文化的深度融合，以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才。

同时也可以加强与其他大学的合作，为共同培养具有较

高艺术素养的人才，提供更多交流的机会。

2.3 美育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职业院校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美育模式上不

断创新。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创造力的现代教学方

法，如项目式学习，任务驱动式教学等。同时，注重实

践教学，培养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的能力，

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美术创作，社会服务等活动。

3 美育助力日照市乡村振兴的路径

3.1 美育与乡村文化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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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职业院校可以深入

挖掘这些文化资源的美学价值，通过美育实践促进乡村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如在艺术作品中融入乡村文化元素，

提升乡村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组织学生参加农村文

化调研，艺术创作等活动。

日照市的乡村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许多乡村都有

着几百年的历史。例如，小莲村在明初洪武年间就已经

有牟姓人家在此定居，并因村北的湖泊和莲花而得名小

莲汪，后改为小莲村。安家村则有着超过 650 年的历史，

明朝洪武年间安家始祖迁居于此，清朝康熙年间因科举

有功名而改名为安家村。这些乡村的沿革，见证了日照

市乡村历史的变迁和发展。

3.2 美育文化传承与发扬

竹编技艺：清乾隆年间，时任江南砀山县知县的牟

朝宜回家探亲时发现村里水竹资源丰富，便让其三弟牟

朝岱去江南学习竹编手工技艺，学成后将竹编手艺带回

村里传承。竹编技艺在小莲村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传承，

如今已经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吕剧表演：莲村吕剧团，已有130 多年历史，演员

都是自己村子里的，自编自演，每年都会在附近各个村

子进行演出，并多次在市里合家欢艺术节获奖。此外，

村民们还擅长高跷，秧歌，舞狮，旱船龙舟，太极拳等

传统艺术表演。

岚山号子：是岚山渔民的“信天游”，是渔民在撒

网捕鱼的过程中统一劳作的劳动号子。根据作业场景，

作业时段和作业方式的不同而有几十种不同的号子。主

要有溜网号，推关号，上江号，棹掉号，打户号，撑缆

号，抬网号，箍桩号，淘鱼号等。

3.3 美育与乡村教育振兴

农村要振兴，教育是基石。职业院校可为乡村学校

提供美育教育资源支持，通过支教，培训等方式进行。

如成立美育支教团，把丰富多彩的美育课程带给农村孩

子；举办乡村教师美育培训课程，增强乡村教师美育教

学的能力和层次。通过这些措施，为促进农村教育均衡

发展，补齐农村美育短板。

3.4 美育与乡村产业振兴

产业振兴是农村振兴的关键，职业高校可发挥专业

优势，在美术设计旅游规划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撑，以点

带面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比如可对乡村旅游项目进行艺

术手段的策划和提升，在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

方面与乡村企业合作，以点带面促进乡村产业的转型升

级，实现农村振兴。

3.5 美育与乡村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农村振兴的重要保障，职业高校可通过

美育实践，提高农村居民的文明素养和法治意识。比如，

可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在艺术作品中融入法律知识，

以增强农村居民的法治观念；也可开展乡村文明创建活

动，以艺术手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营造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氛围，为农村振兴提

供有力保障。

4 实践案例：日照师范学校与五莲县街头镇于

家丰台村的美育实践

4.1 背景介绍

日照师范学校与五莲县街头镇于家丰台村建立了

包联关系，针对乡村学校美育工作相对滞后的现状，学

校利用自身丰厚的艺术教育资源优势，与包联村结对成

立“学后家园”，开设乡村美育课堂，推进乡村美育浸

润行动。

4.2 实践举措

组建美育支教团：日照师范学校组建了一支由音乐，

美术，舞蹈，书法等专业教师组成的支教团，定期为乡

村儿童带来丰富多彩的美育课程。开设乡村美育课堂：

在于家丰台村社区活动中心设立乡村美育课堂，为乡村

儿童提供书法，手工，美术鉴赏，儿童舞蹈等多门类美

育课程。

4.3 成效与启示

经过一年的实践与摸索，日照师范学校的乡村美育

课堂成绩斐然，农村儿童的审美素养与综合素质有了明

显的提高，在艺术创造与表达能力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乡村居民的文化自信和艺术鉴赏能力也得到了增强，对

乡村文化的参与热情更高了。在提高孩子们的艺术修养

和参与乡村文化活动的同时，也增强了乡村的文化底蕴。

因此，乡村美育在日照师范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

这一实践案例对职业大学美育工作在助力农村振兴方

面提出了有益启示:一是要对农村美育需求进行深入调

研，保证美育课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要把美育资

源进行整合和利用，充分发挥职业大学的专业和人才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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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三是要创新美育工作模式，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增

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四是要主动与地方政府加强合作和

沟通，合力推进乡村美育事业的发展，增强农民群众的

审美素养。

5 其他实践案例

5.1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与岚山区茶乡凤鸣衔接乡

村振兴集中推进区的美育合作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与岚山区茶乡凤鸣衔接乡村振

兴集中推进区展开合作，共同推动乡村美育事业的发展。

学院派遣专业教师团队，对乡村居民进行茶艺，陶瓷艺

术等传统文化的培训和指导，帮助他们提升审美素养和

文化内涵。同时，学院还组织学生参与乡村文化调研和

艺术创作活动，将乡村元素融入现代设计中，开发出具

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茶乡凤鸣项目深入挖掘了当地的茶文化，通过建设茶乐

园，茶乡会客厅等设施，让村民更加深入地了解和传承

茶文化。这不仅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自信，还提升了岚山

区的文化软实力。项目注重绿色茶园的建设，推广了“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茶企+农户”的合作模式，持续开展全

域绿色茶园创建。茶乡凤鸣项目对当地村民产生了积极

而深远的影响，不仅提高了村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

还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自信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5.2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与五莲—白鹭湾示

范区的美育共建

日照白鹭湾示范区位于日照市五莲县东南部，处于

山海联动连接线上，交通便捷，海陆空运力畅达。示范

区共涉及五莲山旅游度假区，叩官镇，潮河镇部分区域，

形成了“两核一带五板块多组团”的整体规划布局。示

范区通过“艺术+旅游”“艺术+现代农业”等模式，推

动文化旅游，工业旅游，现代农业等产业聚集，实现三

产联动和城乡融合发展。区内已发展特色林果3万多亩，

其中大樱桃3000 亩，茶叶3000 亩，板栗1.2 万亩，高

端苗木 3000 亩，实现了三次产业深度融合。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与五莲—白鹭湾示范区

展开美育共建项目。学校利用自身在外语教育和国际交

流方面的优势，为乡村居民提供外语培训和国际文化交

流活动，拓宽他们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同时，学校还组

织学生参与乡村环境美化和公共艺术设施的设计与实

施，通过艺术手段提升乡村的整体形象和美感。

白鹭湾示范区在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乡村治理等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

益。未来，示范区将继续深化乡村振兴实践，探索更多

可推广，可借鉴的乡村振兴新模式，新路径。

5.3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校团委引领指导组

建的美育学生组织。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团委学生党支部共分管

十六个校级学生组织，其中，美育相关的学生组织为艺

术团，管乐团，合唱团，青年新媒体中心，共计覆盖学

生约 1000 余人，每学年组织校级活动参与人数约 5 万

人次。其中，合唱团荣获省部级奖项 5次，国家级奖项

1次，管乐团获得省部级奖项 2次，国家级奖项 1次，

艺术团获省部级奖项 5次，青年新媒体中心获得省部级

奖项3次。与卧龙山小学共建“卧龙山小学志愿服务基

地”，于 2021年 11 月揭牌成立，结合当地“绿茶”文

化，对该校提供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围绕“茶道仁德”

“茶香润智”“茶技强体”“茶艺育美”4类类别共开

设 12 门课程，其中包括手工彩泥，画茶画，吟茶诗，

跳茶舞，茶种植等特色课程。各校级美育组织发挥自身

优势及特长，为卧龙山小学 16个教学班，1-6 年级 500

余名学生讲授相关专业知识。从学校，家长，学生需求

出发，创新完善课后服务模式，保证课后志愿服务活动

形式的多样化，全方位提升课后服务质量水平，推动志

愿服务向专业化，常态化，制度化发展，致力打造有温

度，有厚度，有力度的课后服务品牌，助力日照市中小

学课后延时服务工作。此项工作为“出彩四点半”项目

之一，2022 年“出彩四点半”项目被评委“十佳志愿服

务项目提名奖”。自 2021 年 3 月，山东外国语职业技

术大学校“出彩四点半”青年课后志愿服务队先后与日

照第五小学，山海天卧龙山小学，五莲县洪凝镇长兰小

学，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建立志愿服务基地，志

愿者们坚持每周为儿童送去特色课程，为文化振兴注入

青春能量。展现出驻地职业类院校在美育乡村教育振兴

的良好一面。

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职业大学美育工作对山东省日照市农村振兴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帮助建立美育课程体系整合美育资源

创新美育模式等一系列举措，使职业大学能够提供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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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育支撑点以农村文教振兴产业振兴社会治理等方

面为主。另外，职业大学还能不断地进行实践与经验总

结，在美育对农村振兴的助力下不断提高自身办学能力

与水平，因此，可以说职业大学在农村振兴中扮演着举

足轻重的角色。

6.2 展望

未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和美育工作的

不断推进，职业高校在美育助力乡村振兴方面的作用将

更加凸显。一方面，职业高校应继续深化美育实践探索，

创新美育教育模式和方法；另一方面，应加强与地方政

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与沟通，共同推动乡村美育

事业的发展。同时，还应注重美育成果的宣传和推广，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乡村美育事业，共同为乡村振兴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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