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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浸润行动”背景下高职美育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以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姚天魁　王育聪　李　博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艺术教育中心，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高职院校美育评价体系如何构建，是个重要问题，只有完善健全评价体系，才能促使高职美育的实施真正进入可持续发展的阶段。

在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背景下，学校深耕美育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教师美育素养提升行动、艺术实践活动普及行动，构建了“五

元主体”“五个维度”“四位一体”“三种方式”的基于“教 - 学 - 做”一体化“5543”美育评价体系，进一步加强了学校美育工作，

强化学校美育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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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 8 位老教

授的回信中强调：加强美育工作，很有必要。做好美育工作，要

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为新时代

高校如何培养高素质的综合性人才，如何开展美育、弘扬中华美

育精神，指明了实施的方向。

《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教

体艺〔2019〕2 号）要求“完善高校美育评价体系，把美育工作及

效果纳入普通高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指标体系，作为办学评价的

重要因素，更加注重过程及效果评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高

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纲要》的通知（教体艺厅〔2022〕1 号）

指出实施高等学校公共艺术教育自评和年度报告制度。形成闭合

有效的评价与督导管理系统。《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

润行动的通知》（教体艺〔2023〕5 号）指出深化美育评价改革，

发挥评价的牵引和导向作用，探索多元化教育评价方式，开展增

值性评价、过程性评价、体验性评价、表现性评价、应用性评价，

重在关注学生个体成长，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性特点，

全面考查学生发现美、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为学校美育评价树立价值导向、增强育人实效提供了逻辑旨归。

一、探寻美育现实评价症结，理清思路举措推进评价改革。

经前期认真调研，发现高职院校美育评价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专兼职教师的一元评价导致评价观察视角单一，评价主体主

观性强；二是传统如纸笔考核难以准确反映美育认知、技能、情

感与价值观生成；三是过程性考核数据不足以支撑学生个体差异

性；四是评价结果导向性作用发挥不充分。

学校美育工作委员会经多轮研讨，在美育评价上确定以下改

革方向：一是以“五育并举”破“唯分数”评价导向，锚定学生

美育素养提升，从入学起建立学生美育档案，以三年成长规划形

式将美育与课业学习、习惯养成、政治成长、专业发展、价值塑

造、评优评先等整合设计，跟踪和记录学生美育轨迹。二是创新

机制，引入多维度评价体系，达成全过程全景评价。对校内教师、

校外名师、社团、家长、企业、各专业学生交叉评价赋权，评价

全视角覆盖。三是成果展演，融入立体评价，关注美育素养养成。

根据学校《“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管理实施办法》，建立完善、

特色数据模式，常态化观测学生美育实践。四是发挥美育评价的

导向与激励功能。在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中加入美育评分观测点，

使之成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关键指标。

二、“教 - 学 - 做”一体化“5543”美育评价体系内涵

以校党委书记为主任的美育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学校把美育

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与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相融合，

积极探索并形成了具有类型特色的美育模式，创设了“教 - 学 - 做”

一体化“5543”美育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以美育素养提升为主体。

由学生、教师、学校、企业、社会“五元主体”共同参与评价；

聚焦道德素养、审美素养、人文素养、职业素养、创新素养“五

个维度”；融合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建立“课堂教学—项目实施—

舞台检验—展演交流”的“四位一体”的美育提升机制；坚持定

量与定性、过程性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线上 + 线下”同频共

振的“三种方式”，客观记录学生美育理论学习及实践过程，并

把美育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和评奖评优的

重要参考。通过试点实践，学校美育工作在课程改革、师资建设、

竞赛推广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荣获陕西省大学生艺术展演一、

二、三等奖 8 项，学校当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理

事单位，校园文化成果《传承华阴老腔技艺》入选教育部特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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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项目等荣誉 30 余项。

三、“教 - 学 - 做”一体化“5543”美育评价体系实施

（一）锚定美育素养核心，设定评价内容和标准

主要内容有美育课程评价、专业课程（校内）美育评价、美

育教学资源评价、美育师资队伍建设评价、优秀校园美育精品项

目（作品）评价、优秀校园美育团体（社团等）评价、校园艺术

演出场所和设施评价、校外社区服务评价、就业创业评价（用人

单位）和家庭美育评价十个部分，每个部分制定美育评价标准即

观测点，根据“质化”和“量化”结果，对各个测评点进行五级

赋分。

（二）实施“三阶段”教学改革，夯实进阶式美育评价

一年级开设美育课，通过理论教学，做优校园文化节、校

园艺术节、社团文化节、五四青年节、“高雅艺术进校园”“传

统文化进校园”“工匠精神进校园”、迎新季、毕业季、书香

校园的“5 节 3 进 2 季 1 书香”品牌活动，打造“陕铁美”美

育实践平台。重点评价学生美育观念习得和审美习惯养成；二

年级向专业课渗透美育，通过专业课程、社区服务、艺术展演、

对外交流等环节重点评价学生美育过程表现、能力技术、态度

思维、同伴交流合作等；三年级将音乐、美术、书法、舞蹈、戏曲、

语言、摄影等美育课程与环境教育、劳动教育、红色教育、科

技创新、就业创业等融合，通过就业培训、创业项目孵化训练、

顶岗实习企业实践等方式，帮助学生陶冶高尚情操，塑造美好

心灵，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创新创造活力，重点评价学生的职

业态度和创新能力。

（三）赋权“五元主体”评价，创新全程全景考查

向学生、教师、家长、社区、用人单位“五元主体”赋权全

程全景评价。学生个人互评艺术素质表现；教师负责美育理论学习、

艺术展演表现、美育技能、就业创业能力评价；家长负责家庭美

育表现；社区负责社区美育服务质量评价；用人单位负责校外实

习实训等环节美育技能、态度和价值观评价。

（四）衔接“线上 + 线下”多维评价，建立学生美育档案

依托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和 PU 口袋校园信息化平台，建立

学生美育成长档案，客观记录学生大学期间美育实践活动参与情

况、取得荣誉或奖项情况，通过学分制对学生美育素养情况进行

定性和定量评价，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对学生自身素质发

展和价值观变化进行纵向比较，利用纸质档案与美育大数据记录

对学生美育素养进行画像，做到了“线上 + 线下”相衔接的多维

评价。

（五）坚持美育浸润结果导向，正向评价激励效果好

坚持“实践—评价—反馈—应用—改进”的美育评价工作机制，

将各阶段美育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推优入党、评奖评优

等重要评价指标，不断激发学生自觉参与、自主实践、自我提升

的内生动力。着力营造向真、向善、向美的校园文化氛围和覆盖

时时、处处、人人的美育育人环境。

四、“教 - 学 - 做”一体化“5543”美育评价体系效果

（一）强化顶层设计，聚焦三全美育，全程全景评价质量高

学校党委高度重视美育，建构了全方位、全过程、全员参与

的学校美育浸润行动工作机制，聚焦专业美育、课程美育、思政

美育、就业创业美育、日常美育、服务美育、生产美育和学术美

育八个方面，明确各部门在美育评价中职责和任务，在学术研究

基础上构建和实施了“教 - 学 - 做”一体化“5543”美育评价体系，

以评价美育素养为纲，以纸质和数字美育档案为依据，利用三阶

段数据对美育素养画像，做到了立体式考查，全过程评价，结论

准确可靠。

（二）搭建数字平台，深耕实践育人，正向评价激励效果好

依托第二课堂成绩单全程记录学生美育知识、能力和素养生

成过程；依据对过程数据和主观性评价分析，及时评价与反馈学

生在美育认知提升、情感内化、态度养成、创新创造活力激发，

及时监测学生美育素养目标达成度，数据画像，正向反馈，激励

与导向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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