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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校新质美育服务数字化改革模式构建研究

雷励华袁 陆盈莹袁 汪灶文

渊温州大学 教育学院袁 浙江 温州 325035冤

[摘 要] 精神生活共富的实现离不开学校美育支撑袁数字化改革的创新发展是推动学校美育水平提升的技术引擎遥

在城乡学校美育差距相对较大的当前袁针对如何以数字化改革提升乡村学校美育服务水平问题袁文章以精神生活共富

为研究视角袁首先袁分析了学校美育促进精神生活共富价值尧乡村学校美育服务生态困境及其数字化改革的关键赋能效

力遥 在此基础上袁提出乡村学校美育服务改革的新质目标转向袁认为新质美育服务是新质教育理念在美育服务中的具体

化表现袁具有普惠性尧均衡性尧适切性与可及性等特征遥 推进乡村学校新质美育服务数字化改革袁一方面袁要以共同富裕

思想作为价值引领曰另一方面袁要在服务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袁以美育服务生态重塑作为聚焦点遥 以温州市乡村学校美

育服务数字化改革为案例袁分析乡村学校美育发展现状及其数字化改革具体措施与主要成效遥 最后袁从统一思想认识尧

聚焦任务目标以及完善数字技术底座等方面提出数字化重塑乡村学校新质美育服务生态的行动路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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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数字技术能够突破时空限制袁 其在美育中的应
用对于精准识别美育需求尧 促进优质美育资源共享尧
拓宽美育参与渠道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遥在五育并举
教育理念日益深化以及城乡学校美育差距相对较大

的当前袁如何以数字化改革为驱动力量袁补齐乡村学
校美育短板袁成为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遥在国家政策层面袁中共中央办公厅尧国务院
办公厅于 2020年 10月印发叶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曳袁将野坚持面向全体冶作为
学校美育工作原则与总体要求袁提出要基于同步互动
课堂尧共享优质在线资源等方式补齐乡村学校师资与
资源短板[1]遥为落实加强乡村学校美育工作意见袁教育
部于 2023年 12月印发叶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
行动的通知曳袁提出野乡村美育提质发展行动冶与野美育

智慧教育赋能行动冶两大美育浸润行动[2]遥前者旨在建
立以县域为基点尧市域为统筹的提高乡村学校美育质
量工作机制曰 后者提出要以数字技术赋能学校美育袁
包括开发优质美育资源尧活化美育内容尧创新美育方
式尧丰富美育体验尧改进美育评价遥 在理论研究方面袁
已有研究者基于技术应用的视角袁探索面向技术时代
的乡村学校美育发展思路遥 如邓小娟等人提出野互联
网+冶赋能乡村学校美育变革实践路向[3]遥中共中央尧国
务院于 2021年 5月印发 叶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曳袁 在浙江实施共同富裕
示范区建设袁并将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均等可及冶
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4]遥 共同富裕是涵盖全体人
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遥这要求既要注重
物质财富积累袁更要关注精神生活丰富和提升遥 美育
作为培养学生审美与文化素养尧激发学生创新思维的
基本公共服务袁对于实现精神富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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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遥在数字化改革深入推进与共富理念不断深化的时
代背景下袁探索如何以数字化改革提升乡村学校美育
服务成为当前既迫切又重要的研究议题遥

二尧精神共富背景下的乡村学校美育服务与
数字化改革

渊一冤学校美育服务促进精神共富的价值意蕴
物质生活富裕是精神生活富裕的现实条件与物

质基础袁精神生活富裕是物质生活富裕的精神动力与
指引方向遥改革开放以来袁伴随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袁人
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袁这为共同富裕的
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遥相对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目标袁 人民精神生活水平并没有同步发展袁致
使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失衡袁尤其是在文化基础设施
本就薄弱的广大乡村地区遥 从本质上来讲袁精神生活
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是要让全体人民普遍认同社会

主义价值袁形成正确科学的价值理念尧纯洁高尚的道
德情操尧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以及自觉坚定的理想信
念遥而美育既关乎审美教育尧情感教育与心灵教育袁也
涉及精神教育尧道德教育与思想教育袁致力通过培养
人们感受美尧鉴赏美尧体验美与创造美的能力袁引导人
们塑造健全人格尧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袁进而提高人
们精神生活水平遥 由此可见袁美育目标与精神生活共
同富裕内涵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袁发展好美育是实
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核心内容遥 另外袁从野五育并
举冶向野五育融合冶转变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主
要趋势遥 美育作为五育融合的中介与桥梁袁能够促进
野德智体劳冶四育融合发展遥 因此袁发展好美育有助于
提高学生文化素养袁 培养学生审美素养与道德修养袁
帮助学生构筑丰富的精神家园袁为推进精神生活共同
富裕奠定坚实基础遥总而言之袁中小学生正处在生理尧
心理尧认知以及社交能力发展的关键阶段袁同时也是
建立正确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以及形成健康情绪
与精神状态的关键时期袁加快美育发展成为打造共同
富裕精神生活的应有之义遥

渊二冤精神共富视域下乡村学校美育服务困境
得益于国家重视以及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袁美育在

我国各类学校得到蓬勃发展遥 从环境建设到资源配
置袁从教学机制到评价改革袁美育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效遥 这为深入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遥
但不可否认的是袁深受野唯分数论冶野唯升学率冶等传统
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袁美育在我国学校教育体系中一
直都处于不利地位遥 尤其在广大乡村地区袁由于受到
城乡二元教育体制影响袁 以及乡村社会自身地理位

置尧经济水平尧生活设施等客观条件限制袁制约美育发
展的各种因素在乡村学校进一步被放大袁致使乡村学
校美育工作普遍面临师资队伍薄弱尧场地设施滞后以
及适切资源短缺等不利局面袁部分偏远地区乡村学校
还存在美育空白遥如果说教育不公平依然是当前教育
改革的核心问题袁那么城乡学校美育差距是教育中最
大的不公平[5]遥 因为野德智体劳冶四育发展不公平更多
是体现在质量好或不好尧数量多或少上袁而美育发展不
公平则体现在有与没有上遥城镇学校凭借条件优势袁朝
向全覆盖尧高质量尧多样化的现代化美育迈进的同时袁
许多偏远乡村学校连最根本的野有没有冶的问题都尚未
得到解决遥 美育作为面向所有学龄人口提供的一项艺
术教育服务袁实质是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教育服务遥从
该角度来看袁 导致乡村学校美育服务贫瘠现象的根本
原因在于区域美育公共服务生态不健全袁 具体表现为
社会力量参与程度不高尧资源整合利用不充分尧发展体
制机制不完善以及数字技术赋能作用尚未体现等遥

渊三冤赋能乡村学校美育服务改革的技术回应
技术赋能是伴随数字技术普及与发展而出现的

新理论命题袁 是赋能理论在数字化时代的延伸与发
展遥所谓技术赋能袁是指利用数字技术的计算尧通信与
连接等功能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构与整合袁以激发各参
与主体内生动力袁提升各参与主体行动效能与竞争力
的过程遥 随着教育数字化改革的深入发展袁教育领域
技术赋能效力开始被越来越多研究者关注遥如任友群
等人呼吁基础教育信息化要从野数字鸿沟冶向野技术赋
能冶转向袁并论述了技术赋能基础教育信息化的运行
逻辑[6]曰解月光等人将数字化内含的技术赋能效力归
纳为数字化联通力尧计算力尧调节力与交互力[7]遥 数字
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力量参与乡村学校美育服务提升

的过程袁本身就是数字赋能乡村学校美育服务各参与
主体过程遥 因此袁数字化改革驱动乡村学校美育服务
优化袁不仅要给予外在技术支持与资源保障袁更是要
以此为基础形成赋能力量袁从根本上变革乡村学校美
育服务体系架构袁形成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求相适
应的美育服务新生态遥结合新一代数字技术特性与技
术赋能的已有研究袁 以及乡村学校美育服务新要求袁
本文将数字化的赋能效力提炼为计算力尧联通力与协
调力等三个方面遥计算力是数字化时代实现复杂计算
与数据处理的关键能力袁野计算力冶能够精准识别乡村
学校美育服务需求尧动态监测乡村学校美育服务运行
过程袁为乡村学校美育服务体制机制建立尧执行与完
善提供支撑曰联通力是数字技术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
和连接的能力袁野联通力冶能够打破传统信息通信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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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袁实现美育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整合尧传输与共享曰
协调力是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不同系统尧设备尧人员
或数据间协同工作袁 从而提高整体效率和效能的能
力袁数字技术的协调力能够帮助不同系统尧部门或个
体之间实现协同工作袁形成合力遥

三尧面向精神共富的乡村学校新质美育
服务数字化改革

渊一冤新质服务院乡村学校美育改革目标转向
新质教育是为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而兴起的一

种教育变革目标取向遥国内学界已有研究者对这一概
念进行解读袁例如袁祝智庭等归纳总结了新质教育的
关键特征袁特别指出要秉承优质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
教育理念尧注重提供个性化与适应性的教育服务[8]遥美
育作为教育维度的公共服务重要组成袁其野新质冶是指
以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袁建立健全美育
服务体制机制袁合理配置美育资源袁使得城乡学校所
有学龄人口在接受美育服务数量尧质量以及可及性等
方面大致相当遥普惠性尧均衡性尧适切性与可及性是乡
村学校新质美育服务的属性特征遥 其中袁普惠性是指
美育服务对象的普遍性袁即美育服务要最大程度地普
遍惠及乡村所有学校与学龄人口遥均衡性是对乡村学
校美育服务数量与质量均等化的考查袁依据发展重心
不同袁城乡学校美育服务均衡可分为基本均衡和优质
均衡[9]遥 基本均衡是从数量层面要求在城乡学校及其
学生之间合理配置各种美育资源曰优质均衡是从质量
层面要求缩小城乡学校美育差距遥适切性是对美育服
务与乡村学生美育需求匹配程度的表征袁要求美育服
务的内容尧方式与目标要与乡村学生年龄尧兴趣与需
求相切合遥 其中袁内容适切是指美育服务内容要与乡
村学生认知水平尧兴趣爱好与生活经验相适应袁能够
引发乡村学生共鸣曰方式适切是指美育的教学方式与
活动形式要与乡村学生特点相适应袁尤其要重视学生
的参与性与体验性曰目标适切是指美育服务的目标不
仅要符合学生个性发展需要袁同时也要与学校整体教
育目标相协调遥可及性是衡量美育服务能否最终抵达
所有乡村学生的一项重要指标袁 要求美育服务及时尧
便捷尧有效地满足乡村学生美育学习需求袁具体表现
在时空可接近尧经济可承受尧资源可获得与服务可接
受四个方面遥 其中袁时空可接近是指乡村学生到达最
近美育服务中心的距离尧时间与便利程度曰经济可承
受是指乡村学生家庭的经济水平或乡村学校能够承

担美育服务相关费用曰 资源可获得是指美育服务类
型尧 数量与乡村学生实际美育需求之间的匹配性曰服

务可接受是指乡村学生对美育服务的接受程度遥
渊二冤野四共冶协同院新质美育服务改革价值导向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所强调的野共同冶袁是指全体人

民在精神生活世界的普遍丰盈袁即全体人民在共同奋
斗尧共同建设基础上共享精神文明发展成果遥共情尧共
建尧 共享与共治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10]遥
其中袁野共情冶是动力袁意指要激发全体人民建设精神
生活的情感曰野共建冶是根本袁要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的实现要依靠全体人民共同参与曰野共治冶 是保障袁强
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精神生活富裕治理曰野共享冶是目
标袁意味着精神文化发展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遥 作为
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重要抓手的美育服务袁不仅要
依托数字技术赋能效力袁更要注重共同富裕思想的价
值引导遥 具体来讲袁 野共情冶注重解决因社会关注不高
而对美育数字化改革用力不足或用情不深问题袁目的
是在全社会形成推动乡村学校美育服务数字化改革

的情感共鸣袁增强聚合力与向心力曰野共建冶主要针对
资源供给不充分而需要多方协同参与的问题袁目的在
于调动各类社会组织与人员参与美育服务数字化改革

的积极性尧主动性曰野共享冶对标因城乡美育资源分配不
均衡而导致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袁 目的在于通过合理
技术手段与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好城乡美育发展与分配

关系袁尽最大可能缩小城乡学校美育差距袁保障乡村学
校学生接受美育教育权益曰野共治冶 重点围绕因体制机
制不完善而导致的乡村学校美育治理过度依赖政府的

治理主体单一化问题袁目的在于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
乡村学校美育数字化治理格局袁 促进各方力量有效
对接袁协同合作解决乡村学校美育发展问题遥

渊三冤生态重塑院新质美育服务改革行动指向
乡村学校新质美育服务改革袁本质是以数字化为

驱动力的服务创新遥 野四共冶理念决定了其是一个由多
元主体在制度约束与协调下通过互动实现服务优化

的协作过程袁必须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袁吸引尧鼓
励不同领域合作者共同参与乡村学校美育服务改革袁
以整合各自资源优势袁实现服务创新遥 服务生态系统
作为服务创新领域的重要理论基础袁最早是由瓦尔戈
渊Vargo冤与卢施渊Lusch冤提出的袁它是指由多个松散耦
合的参与者在服务交换过程中袁 通过共享的制度逻辑
与价值共创而形成的相对独立尧自我调节的系统[11]遥其
核心思想是将所有参与者看成资源整合的关键角色袁
主张所有参与者在制度框架引导尧 激励与协调下袁通
过多层次互动网络进行服务交换与资源整合袁在特定
社会情境下实现服务创新与价值共创遥 其中袁服务创
新与价值共创是服务生态系统构建的核心目标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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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尧资源整合与制度革新是优化服务生态系统的重
要内容遥服务生态系统理论的核心思想与新质美育服
务数字化改革本质内涵相契合袁对新质美育服务数字
化改革具有启发意义遥 因此袁有必要引入服务生态系
统理论对乡村学校新质美育服务模式进行完善袁加强
美育资源整合与体制机制保障袁 充分发挥群体智慧袁
引导多方主体形成耦合关联袁 推动美育服务水平提
升遥 基于服务生态系统理论袁本文构建了如图 1所示
的数字化改革行动框架遥

图 1 聚焦新质美育服务生态重塑的数字化改革行动框架

互动网络是参与者在服务交换与资源整合过程

中形成的紧密合作网络袁为参与新质美育服务数字化
改革的多元主体提供一个实现价值共创的组织逻辑遥
互动网络从内向外依次分为微观尧中观与宏观三个不
同互动层次遥 其中袁微观层次聚焦美育服务提供者与
受益者之间最本质的二元互动关系曰中观层次是在二
元互动网络基础上引入中介参与者袁将互动网络范围
从二元关系扩展到三元组织袁聚焦直接利益相关者的
美育服务关联曰 宏观层次是将更多边缘参与者纳入袁
形成更大的松散耦合互动网络遥制度作为新质美育服
务生态系统内部资源整合与服务创新的机制保障袁在
多元主体参与价值共创情境下袁能够对系统内部每个
层次参与者的行为起到引导尧激励与协调作用袁进而
确保价值共创规范有序尧服务创新可持续遥 资源整合
是实现服务创新的核心过程袁互动网络中的所有行动
者都是资源整合者袁任何行动者的资源都需要与其他
行动者的资源整合才能共创价值遥 因此袁所有的服务
创新都是资源整合的结果袁服务创新的实现都必须通
过整合不同行动者的资源遥 具体到新质美育服务袁要
求所有参与者要基于共同的价值目标袁凭借各自独特
的资源禀赋袁结成相互联系尧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袁充
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袁 为乡村学校美育服务提供全

面尧充分的美育师资尧课程与设施等支持遥数字技术能
够打破单一主体的管理边界袁有助于加强各层次参与
者之间的关系耦合与资源整合袁是促进新质美育服务
生态系统形成与价值共创实现重要支撑遥

四尧以温州乡村学校美育服务数字化改革为
案例的考察

渊一冤温州市域乡村学校美育服务改革探索
首先袁 在互动网络方面袁 由温州市教育局牵头袁

市尧 县两级教育局职能科室与城镇支援学校深度参
与袁面向县尧市两级名师工作室招募优秀美育教师袁组
建由野教研员要团队负责人要美育教师冶三级互动结
构组成的金字塔型乡村美育野空中飞课冶支教教师团
队遥对于专业师资短缺的学校袁以野一个团队对接一所
学校尧一位教师对接一个班级冶的形式构建野团队+学
校冶新型教育共同体遥 其次袁在制度革新方面袁温州市
教育管理部门相继印发叶温州市乡村美育野空中飞课冶
行动方案曳叶温州市乡村美育野空中飞课冶实施细则曳等
文件袁前者从总体要求尧主要内容与保障措施三个方
面对实施乡村美育野空中飞课冶作出规划袁后者围绕野团
队+学校冶教育共同体建设尧适切课程成果设计尧野空中
飞课冶 工作量界定以及激励机制完善等方面提出具体
规定遥为了激发支教团体及个人参与乡村美育野空中飞
课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袁温州市教育部门根据相关文
件袁每年举办野优秀美育团队冶评选活动与野乡村美育
能手冶赛课活动遥其中袁野优秀美育团队冶评选是以任务
完成度尧社会影响力以及创新性为侧重点袁 野乡村美
育能手冶赛课活动的目的在于提升乡村学校美育教师
专业素养袁引导其从野助理教师冶向野授课教师冶转变袁
实现乡村美育发展方式从野输血式冶走向野造血式冶遥最
后袁在资源整合方面袁温州市教育管理部门联合多方
力量袁 致力于开发与乡村学生知识水平与认知能力相
适应的课程内容袁 为不同学校因地制宜打造 野一校一
案冶的特色课程体系遥 例如袁正式上线由城乡师生共同
设计开发的野温州首批云上乡村儿童博物馆冶袁汇聚八
所乡村学校在地化资源遥 联合社会力量建设面向乡村
美育的网络资源平台袁针对乡村学校课后服务需求开
发艺术课程资源库遥引导支教团队吸纳具有不同艺术
学习背景的教师或地方社会相关人士袁面向乡村学校
开设诸如戏曲尧书法尧国画等校本化课程遥

渊二冤温州市域乡村学校美育服务改革成效
统计结果显示袁 温州市已经组织 72支美育支教

教师团队袁 对接全市 80多所没有配置专职美育教师
的乡村学校袁共有 240多名美育专业教师参与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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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空中飞课冶累计开展云端送教 4000余节袁惠及学生
4000余人次遥 目前袁基本实现学校层面所有野小而优冶
薄弱学校全覆盖与学科层面声乐尧器乐尧舞蹈与美术等
艺术类课程全覆盖遥 野空中飞课冶基于数字化手段将优
质美育资源向乡村学校汇聚袁 从根本上改变乡村学校
美育现状袁极大满足乡村学生美育需求遥在一所乡村学
校调研发现袁该校的 68名学生群体中袁有 63名学生非
常期待每周的野空中飞课冶袁该校一位野空中飞课冶助教
表示袁刚开始的时候学生都很拘谨袁后面基本会抢答袁
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袁美育素养也在不断提升遥执教
另外一所乡村学校的教师说袁野耶空中飞课爷打破时空与
地域限制袁 让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学生也能够体验到跟
城市学校一样的音乐课遥 通过屏幕我可以感受到这些
小孩积极性与主动性袁他们上课总是情绪饱满袁他们对
音乐的那种质朴的热爱感觉隔着屏幕都能溢出来冶遥

五尧数字化重塑乡村学校新质美育服务生态的
行动路径

温州市乡村学校美育服务数字化改革实践表明袁
只有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整个美育服务体系袁重塑美
育服务新生态袁 才能实现乡村学校美育服务新质发
展遥在市域层面全面推进乡村学校新质美育服务数字
化改革袁需要在统一思想认识尧聚焦任务目标以及完
善数字技术底座等方面持续强化遥 因此袁本文提出了
如图 2所示的数字化改革行动路径遥

图 2 重塑新质美育服务生态的数字化改革行动路径

渊一冤形成新质美育服务数字化改革价值共识
价值共识作为服务生态系统中所有参与主体所

持有的共同认知袁是服务生态参与主体形成共情的内
在机制遥 在美育遭遇社会认同困境的背景下袁其价值
能否在社会各界形成广泛共识袁是实现乡村学校美育
服务新质发展的关键所在[12]遥 针对陈旧美育观念袁我
们需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袁明确面向精神生
活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袁并将其作为乡村学校美育服
务数字化改革的根本立场袁 在全社会范围产生共情遥

这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关注乡村学生个性化美育需求

和体验袁为其提供更加精准与高效的美育服务曰另一
方面袁要通过采取措施让全社会深刻认识乡村学校美
育发展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袁全面理解新
质美育服务的内涵袁及其作为乡村学校美育服务数字
化改革的重要方向遥 具体来讲袁一是利用数字媒介技
术加强对乡村学校美育宣传力度袁改善美育发展良好
舆论环境袁以营造一种鼓励创新袁倡导共建尧共治尧共
享的积极氛围遥 例如袁可以通过创作赞扬乡村学校美
育尧歌颂乡村学校优秀美育工作者的艺术作品袁并通
过各类数字媒介技术广泛宣传野乡村学校美育工匠精
神冶先进事迹袁及时向社会传递乡村学校美育工作及
其对精神生活共富的重要性袁引导社会公众尧学生家
长以及乡村学校校长尧教师形成正确的美育观袁优化
乡村学校美育发展环境遥 二是通过举办线下线上相结
合的研讨会尧创新大赛等活动袁让多方参与主体借助活
动在持续的互动反馈中形成共识袁 加速美育数字化改
革氛围的形成与深化遥 例如袁温州市每年开展的野乡村
美育能手冶赛课活动与野乡村美育使者冶评审活动袁定期
召开市县两级教研与师训部门参与的乡村美育工作经

验交流活动袁及时总结推广典型案例与经验做法遥
渊二冤聚焦新质美育服务数字化改革主要任务
1. 以数字化改革拓展与强化美育实施体系
互动网络的构建是要将教育管理部门尧城镇优质

学校以及其他相关社会组织尧市场组织或公民个体纳
入乡村学校美育服务的主体框架中遥数字化改革能够
突破时间与空间对互动网络的限制袁使得跨区域或异
步开展互动活动成为可能袁同时也能扩展互动网络的
边界袁使得网络的组成更加多元袁互动形式更为多样遥
数字化改革与互动网络构建具有内在关联与耦合效

应袁如何将共建理念与数字化改革协调力融合袁持续
拓展与强化互动网络袁是新时期加强乡村学校美育工
作面临的重大课题[13]遥 温州市的实践表明袁构建具有
开放性尧扁平化与高效能特征的互动网络袁是乡村学
校美育服务改革的关键性工作遥 为此袁一要树立数字
化改革赋能互动网络建设思想理念袁思想上重视数字
化改革及其对互动网络建设的重要作用袁坚信数字化
改革能够引发互动网络建设理念变革遥二要应用数字
技术营造出一种开放的互动网络空间袁吸引更多潜在
的行动者参与到乡村美育互动网络中袁拓宽互动网络
主体范围遥 例如袁文化和旅游部等有关部门携手社会
力量共同推动野云端美育冶项目袁旨在为乡村学校打造
系列数字化美育资源袁包括数字博物馆尧在线美术馆尧
云上音乐厅及云剧院等遥三要以数字化改革破除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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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间的物理性时空隔阂袁营造所有参与主体野共同
在场冶的虚拟化乡村学校美育改革场域袁优化多元主
体的互动关系尧交互频率与合作深度遥 四要常态化开
展相关的专题讲座或培训活动袁引导参与主体切实提
升数字适应力尧胜任力与创造力遥

2. 以数字化改革整合与优化美育资源体系
在美育教师资源方面袁需要通过数字化改革以强

化本土培养尧扩大共享范围袁为乡村学校配齐配足美
育师资遥 其中袁强化本土培养是以乡村学校现有的专
职或兼职美育教师为主体袁旨在通过数字化改革打造
一批具有乡村教育情怀尧 能够长期扎根乡村学校尧具
有一定专业素养的美育师资队伍遥 具体措施包括院一
是在乡村学校遴选一批具有潜力且有意从事美育相

关工作的在编文化课教师袁为其在职培训或进修提供
与美育相关的数字化资源及平台袁培养一批能够兼任
美育工作的乡村全科教师[14]曰二是通过网络教研等形
式对乡村学校美育教师开展美育相关的跨学科教学

能力进行培养袁以打造野一专多能冶美育师资队伍袁使
其能够承担舞蹈尧音乐尧美术等多门美育课程教学任
务曰 三是建立并完善乡村学校美育人才帮扶体系袁吸
引更多艺术院校师生尧社会艺术工作者与乡村学校美
育教师形成野线上线下冶相结合的一对一帮扶关系遥扩
大共享范围是指扩大城市优秀美育教师共享覆盖面袁
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吸引更多城

乡学校优秀美育教师参与到乡村学校美育师资队伍

中来遥 具体来说袁一方面袁可以通过提供技术支持袁采
取野县管校用冶形式统筹构建以县域为基础的区域性
美育师资共享中心袁并以野排课走校冶或线上教学等方
式向乡村学校灵活配置美育教师曰另一方面袁可以通
过专项计划或激励政策鼓励更多城市学校的优秀教

师参与美育野同步互动课堂冶教学袁从而带动乡村学校
美育教师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提升遥
在美育课程资源方面袁需要通过数字化改革以深

化课程资源的开发尧整合与共享袁为乡村学校打造校
本化尧本土化的适切性美育课程资源体系遥 在资源开
发层面袁要重视乡土资源与文化的美育价值挖掘并将
其转化为地方性美育课程资源[15]遥 为此袁不仅要对乡
村学校美育教师组织相关培训袁提高其美育课程资源
开发能力袁还要联合教育信息资源开发企业尧出版机
构以及具有艺术教育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等多元主

体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遥 在资源整合层面袁需要对国
家尧省尧市各级资源平台中已有美育资源进行广泛收
集尧综合筛选以及分类管理袁为乡村学校专门打造美
育课程资源一站式网络服务平台遥 其中袁广泛收集是

指要收集各级资源平台的优质美育资源袁尤其是对于
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中的资源曰综合筛选是指
对收集到的资源进行适切性甄别袁确保所有资源都能
满足乡村学校学生美育需求曰分类管理是指根据资源
类型与用途对其进行分类管理袁 形成统一资源体系袁
方便乡村学校教师使用遥在资源共享层面袁需要以野三
个课堂冶为载体因地制宜推进融合型尧共建型与协作
型等城乡美育共同体建设袁并在共同体框架范围内支
持结对学校之间实现美育资源多层次尧多粒度尧立体
化尧融合式对接遥针对美育实践性尧体验性与感受性特
点袁鼓励有条件的博物馆尧美术馆尧音乐厅等艺术场馆
借助数字技术对乡村学生远程开放遥

3. 以数字化改革健全与完善美育制度体系
构建与完善美育工作顶层设计袁综合制定并细化

美育制度体系袁是推动乡村学校美育服务新质发展的
前提条件[16]遥 为此袁要对乡村学校新质美育服务数字
化改革进行总体谋划袁制定新质美育服务数字化改革
指导思想尧总体目标尧主要内容与实施要求袁明确美育
在精神共富中的重要作用袁 确立数字化改革作为美育
服务新质发展的重要手段并从引领性尧 激励性与协调
性三个方面打造制度体系袁引领性制度是具有方向性尧
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制度袁 用以引导与规范数字化改革
的行为与发展方向袁 具体涉及数字化改革宏观层面的
行动方案尧实施细则以及管理规定等曰激励性制度是能
够调动个体或组织参与数字化改革积极性尧 主动性和
创造性的制度体系袁 必须通过合理设计与实施激励性
制度袁激发个体与组织参与乡村学校美育的内驱力曰协
调性制度是用于确保互动网络结构中多元主体间顺畅

沟通与有效合作的制度袁有助于促进信息流通尧整合资
源优势以及提高工作效率袁具体包括沟通制度尧合作制
度与共享制度等遥对于数字技术的应用袁一是要通过网
络平台尧 社交媒体等渠道收集社会公众对新质美育服
务数字化改革的看法与建议袁 通过数据分析了解不同
群体对新质美育服务数字化改革的利益诉求和关注

点曰 二是要通过数字化平台对制度实施过程与执行情
况进行实时监控与数据采集袁 以了解制度执行情况与
效果袁及时发现制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曰三是要通过数
据分析袁更准确了解新质美育服务数字化改革现状尧问
题与发展趋势袁 实现美育发展决策由经验驱动向数据
驱动转变曰四是要利用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
技术对乡村学校美育发展需求与资源配置进行预测袁
帮助教育管理部门提前规划布局美育发展遥

渊三冤夯实新质美育服务数字化改革技术底座
技术与教育适配程度是决定教育数字化转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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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取得成效的关键[17]遥 想要发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学
校美育服务的效力袁就必须有与其相适配的数字技术
作为支撑遥因此袁要契合乡村学校美育教与学的需求袁
植根乡村学校美育教与学目标的相关性袁夯实数字化
改革的基础设施袁打造高性能尧全覆盖的技术底座遥首
先袁要面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目标袁锚定相关文件对
美育数字化行动的具体部署与工作要求袁督促指导各
地将美育服务数字化改革列入区域教育数字化建设

发展规划袁作好美育服务数字化建设的顶层设计遥 其
次袁要对乡村学校美育服务数字化建设情况及需求进
行摸底调查袁全面掌握数字化基础设施尧数字化学习

资源以及数字化服务平台等建设与应用的客观真实

情况袁并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对其进行有序的换代
更新遥 一方面袁要顺应智能时代发展趋势袁重视区块
链尧物联网尧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技术的应
用曰另一方面袁要结合美育体验性尧感受性与鉴赏性特
点袁关注虚拟现实尧元宇宙等野沉浸式冶技术的运用袁让
美育从平面式的理论教学向沉浸式的感官体验转变遥
最后袁是要立足乡村学校美育发展现实需求袁深入调
研与分析乡村学校美育服务新质发展所需要的关键

技术袁加强美育所需技术与产品研发袁实现技术与美
育的精准对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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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gital Reform Model for New-Quality Aesthetic
Education Service in Rural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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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lization of spiritual common prosperit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upport of
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eform is the technological engine
driv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At present, when there is a rel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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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ture education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which is not only an upgrade in
technology, but also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eaching modes, and
learning styles. From teachers to students, from classrooms to schools, from learning to lif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 key driving force, is deeply reshaping every aspect of education. The World Digital
Education Conference brings together global wisdom, embodies leadership and inclusiveness, and provide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digit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main viewpoints
from the 2025 World Digital Education Confere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opics such as cultivating
future-ready teachers, building future classrooms, planning future schools, creating future learning centers,
and exploring new paradigm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It provides
systematic implementation paths and a globally-informed solutions for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intelligent era, aiming to build a new educational ecosystem that is learner -centered, technology -
supported, quality-assured and equity-grounded.

[Keywords] Future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mart Education; Intelligent Era; Digital Education

large gap in aesthetic educ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chools, this paper, focusing on the issue of how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rural schools by digital reform, takes the spiritual common
prosperity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firstly, analyzes the value of 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in
promoting the spiritual common prosperity, the ecological dilemma of aesthetic education services in rural
schools, and the key empowering effects of digital reform.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quality
target shift for the reform of aesthetic education service in rural schools, arguing that new-quality aesthetic
education service is the embodiment of new-quality educational concepts i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servi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siveness, equity, relevance, and accessibility. To promote the digital reform
of new-quality aesthetic education services in rural schools,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idea of common prosperity as a value guidance; on the other h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ervice
ecosystem theory, it is essential to focus on the reshaping of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service ecosystem.
Taking the digital reform of aesthetic education services in rural schools in Wenzhou City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rural schools and their
specific measures and main achievements in digital reform. Finally, the action path for digital reshaping of
the new-quality aesthetic education service ecosystem in rural schools is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unifying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focusing on task objectives, and improving the digital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Keywords] Spiritual Common Prosperity; New -Quality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Rural
School; Educational Digi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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