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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区美育”作为社会美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在社会特定场域中对社群开展感性

教育、审美教育的途径之一。社区美育以视觉和

感官等方式，充分利用该地区的学校、社会、机

构等资源协同开展，为社区更多居民提供更多的

学习机会，提高居民审美认知，增进与外界的沟

通与交流，提高居民社区认同。2021年四川美术

学院与重庆大学城虎溪街道社区联合开展的“中

国社区美育行动计划”便是对社会美育最后一公

里的思考和探索。活动期间，居民们自主接受社

区美育，通过多重视觉和感官刺激，使居民沁润

其中，融入美育教育之中，这是当代社会美育发

展的趋势，也是美育实践的一次初探。

关键词：社区，社区美育，协同共创，艺

术介入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aesthetic education, "community aesthetic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ways to carry out perceptual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the community 

in a specific social field. Community aesthetic education is carried out by visual and sensory 

means, making full use of the resources of schools,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area, so as to 

provide mor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more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improve residents' 

aesthetic cognition, enhance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nd improve 

residents' community identity. The "Chinese community aesthetic education action plan" jointly 

launched by Sichuan Academy of fine arts and Huxi street community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City in 2021 is the 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of the last kilometer of social aesthetic education. 

During the activity, the residents independently accept the community aesthetic education, 

through multiple visual and sensory stimuli, make the residents refreshing and integrate into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which is not only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but also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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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美育一词，不同时期的教育家各

有定义，蔡元培在《美育与人生》中指出：

“人人有感情，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

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

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

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

育。”［1］蔡仪在《美学原理》中提出美育

又称审美教育，“它不是一般的知识教育，

而是与美感有密切关系的特殊教育，即是通

过美感来进行的教育”。［2］朱光潜在《谈

美感教育》一文中也曾提出一个观点：“美

感教育应是一种情感教育。”［3］在国家大

力提倡全民美育的大背景下，对美育一词的

概念细化就变得尤为重要。在我国，美育分

类的概念在蔡元培1925年出版的《美育实

施的方法》一书中明确地指出：按照当时的

教育状况，美育可以划分为家庭教育、学校

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方面。而之所以要在学

校美育之外提出社会美育，在蔡元培看来，

则是由于“学生不是常在学校的，又有许多

已离学校的人，不能不给他们一种美育的机

会”［4］。这一概念延续至今，逐渐形成了

我们对于美育概念细化分类的雏形。

一、社区与社区美育

“社区”是在21世纪得到确认的一个

概念，中文里并无“社区”一词，是从英

文community翻译而来的。最早提出“社

区”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

（1855—1936年）。就社区的一般含义而

言，指聚居在一定地域中人群的生活共同

体。自193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帕克将社

区的基本特点进行概括后，至1955年社会

学家希勒里则发现，在各种社会学文献中至

少出现了94种社区定义，到1984年我国杨

庆坤教授发现社区定义已增至140多种。随

着城市的延伸扩展，社区概念在多维度中不

断演变，社区与社区的社会关系也不断地更

新迭代，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社区已然成

为城市中一种稳定的文明形态。

“社区美育”作为社会美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是在社会特定场域中对社群开展

感性教育、审美教育的途径之一。社区美育

以视觉和感官等方式，充分利用该地区的学

校、社会、机构等资源协同开展，为社区更

多居民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提高居民审美

认知，增进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提高居民

社区认同。“在社区中，开发、利用各种教

育资源，以社区全体成员为对象，开展旨在

提高成员的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成员全面

发展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活动。”［5］

随着时代的发展，除了学校美育，家

庭美育之外，社会美育所涵盖的领域最为广

阔，社区美育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在社区美育过程中，打破了场域的界

限，美育开始在学校、家庭、社区等多个

场景中协同展开，实现美育的全面连接。

2020年，在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中，全国政协委员许江提出，社区美育作

为打通社会美育的“最后一公里”，应当得

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他希望未来在全社会

推行社区美育，使人们在践行社会美育的过

程中，一起发现美、创造美、传播美，使整

个社会形成向上向善的时代风尚。毫无疑

问，社区美育是实现全民美育的有效途径，

在社区治理中能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对构建

和谐社会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6］。在此时

代背景下，不断促进社区美育发展这项任务

是刻不容缓的，它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满足

了居民的需求［7］。

“艺术是审美的集中、典型形态，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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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教育的美育当然也是以艺术教育为主要

途径。”［8］社区美育作为打通社会美育的

最后一公里，近几年引起公众的高度重视，

而学校与社区协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或许能

够成为社区美育有效的途径之一。

2021年四川美术学院与重庆大学城虎

溪街道社区联合开展的“中国社区美育行动

计划”便是对社会美育最后一公里的思考和

探索。活动期间，居民们自主接受社区美

育，通过多重视觉和感官刺激，使居民沁润

其中，融入美育教育之中，这是当代社会美

育发展的趋势，也是美育实践的一次初探。

二、社区美育中的实践探索

中国社区美育行动计划作为社区美育的

实践载体，通过院校与社区协同合作，在不

同地域的社区开展活动计划，用行动展开了

对新时代社区更深维度的思考。

为提升重庆市高新区大学城虎溪社区

的整体形象，2021年，四川美术学院与重

庆市高新区大学城虎溪社区街道办签署了三

年社区美育合约，实现高校与社区的互动协

作。第三届中国社区美育行动计划作为这次

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启了社区美育实践

的新篇章。

这次社区美育行动计划分为10个板

块，来自不同美术院校和综合大学的共创团

队，将对虎溪社区的不同街道进行深入调

研，发现社区的各种可能性，链接在地社区

多元力量参与，以多元视觉感官和文献等手

段，展现虎溪熙街社区的别样风貌。

在确定区域之后，我们对熙街的基本

情况进行了调研。熙街商业街建筑用地202

亩，43万方商业综合体，涵盖大型购物中

心，欧洲风情步行街和商务SOHO等多类

业态。熙街位于大学城腹心地段，人口流动

大，人口来源复杂。周围14所大学与多个

社区环绕，四周紧邻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

学、四川美术学院、300亩生态青年广场公

园、罗中立美术馆，城市主干道及轨道交通

站点。

在开展调研过程中我们面临了一个问

题，对熟悉的社区该如何进行调研？熙街在

大学城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周边全部由各

个大学所包围，而且附近还有很多的公园和

社区，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一定会成为这个

社区服务的中心地带，我们对它的认识会比

较熟悉。熙街是一个人口密度高，人员成分

复杂的区域。我通过两个视角来谈这个问

题，作为一个熟悉的社区，对这个地方的使

用率非常高，这个地方可能会成为日常娱

乐、购物、商务、恋爱的场所，甚至什么都

不干，只是路过，这时的我们是使用者的身

份。而作为观察者，我们通过对任务、事

件、物件、文化、地域、情感、质感等多个

维度进行调研和分析试图在熟悉的场域寻求

陌生感。

在 调 研 完 成 后 ， 我 们 团 队 确 定 了 主

题——“无形之里”，在此定义的无形并不

是没有形象的，无形可能是没有被注意，是

被忽视、麻木、惰性、习惯的。通过对社区

的调查，我想到著名作家海明威提出的“冰

山理论”，人们往往只能看到事物的1/8，

还有7/8的地方是被我们忽略的。“有形”

是熟悉的经验、日常的视觉、被默认的习

惯，“无形”是陌生的经验、忽视的视觉、

打破的习惯，两者的相互关系成为这次实践

的主要探索方向。

在这次活动中，实践方式采用团队与个

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利用熙街社区现有资

源作为载体，通过调研提取社区元素进行作

品制作。最后在街道方提供的场所制定以社

区美育为目的的展览活动策划，并动员居民

积极加入。

活动开展当天，在虎溪街道服务中心

的展厅里，居民踊跃参观并深度参与了作品

的互动，与艺术家一起共同完成了作品的创

作。展场中名为《切片》的作品，灵感来

自行走，行色匆匆的路人为自己的事业奔波

在熙街的各个角落，但却似乎忽略了街道本

身，没有人观察过地面是什么样子的，或者

说，就算注意了也只是闪存的记忆。地面图

像的个体特性让我们联想到了生物学中的切

片，如何利用这枚切片重塑熙街的图像特征

成为了关注点。在创作过程中，我们选择了

羊毛毡作为基础材料，用自己的双手一针一

线去建构这个切片，如同生物学家对细胞进

行组合形成某种全新的有机体一般。地板材

质的替换，使得原本的功能性被打破，只作

为一个视觉符号存在。因为使用功能的丧

失，使得观看者只能通过观看的方式记录下

这个看似抽象的图案。在活动现场，当居民

们注视着既熟悉又陌生的图像信息时，他们

也从另一个维度与熙街相连。

光影的运用也是这次社区美育实践很

重要的组成部分。《融·荣》这件作品通过

光影让活动期间的居民进入到了一个神秘的

陌生空间，对大家习惯的视觉经验发起挑

战。早期，作者王炫在为这件作品进行调研

中发现，我们对熙街虽然熟悉，但却很少有

人关注到原来这个步行街是有属于自己的徽

标（logo）的，同时她还注意到在步行街上

行色匆匆的路人对于各家店铺分发的宣传册

并不十分在意，有些甚至随手便扔掉继续赶

路。这样的场景也许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但

两件被忽视的事件发生在一个熟悉的场域就

变得有趣了。作者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尝试将二者结合起来。她用收集的熙街各个

店铺的宣传册，通过折叠和借位，悬挂在透

明亚克力的框中，运用红色光源照射这些折

叠的宣传册，在白墙上呈现出一个光与影交

错的熙街徽标。当我看到这光影映射的徽标

时，才意识到熙街不是只有我们记忆中的样

子，它也有“名字”。在熟悉的场域，一旦

作为一个使用者，我们便失去了部分感官。

视觉记忆是我们最依赖的判断方式，通

常我们对于一个地方的了解大抵是通过视觉

完成的，我们的大脑会优先处理眼睛看到的

视觉信息并加以储存，这使我们对于视觉经

验产生了强烈的依赖。但我们的感官并不只

有视觉，开启听觉系统，也许我们能重新认

识一个熟悉的场域。这便是《流 萤》这件

作品想要探寻的初衷。这件声光作品通过一

个简单的装置，将录制的熙街各处的音频转

变为震动鼓膜，鼓膜上一小片反光玻璃将激

光笔的光线反射到墙面。当鼓膜随着音频不

同程度的震动时，墙面的激光笔线段便会翩

翩起舞，呈现出不同的振幅状态。熟悉的熙

街的声音通过听觉系统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新

维度的场域空间。此时我们感受到的熙街不

再是视觉化的符号，而是充满想象力的抽象

空间。鼓膜上镜片的反射让我们通过听觉的

方式再现了熙街的空间感。

我们在对熙街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发现

白天与夜晚，熙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白天学生上课，上班族忙碌工作，夜晚则热

闹非凡，休闲惬意。最为突出的就是各种各

样的套圈游戏，深受路人欢迎。于是我们把

套圈这一参与式的游戏带到了活动现场，形

成了作品《圆首方足》，居民在无意识的引

导中参与到协作共创。在游戏过程中居民可

以一边娱乐，一边与创作者相互交流，加强

了居民对作品和社区的情感连接。在这种美

育实践中，能够更深层次地让居民感受生活

中的美。

这次社区美育活动从不同维度再现了社

区生活经验，也是居民们对自己熟悉的社区

的重新认识。通过参与社会审美活动的“主

体客观化”过程，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公共性

对话得以具体形成，社会美育活动对接受者

公共意识、文化自觉意识的影响与塑造得

以实现。［9］习惯是有依赖性的，是会上瘾

的，它就像一团美好的气体，迷茫了我们的

感官，让我们忘却了气体以外的世界，忽视

了另外的7/8。

三、结语

“从当代教育信息论的角度讲，美育

可使人们在不同阶段感悟到人生的价值和生

命的意义，包括人格修养、价值认同、责任

意识、逻辑思维等。”［10］随着全球文化多

样性和新旧社区的迭代发展，社区美育就像

一种介质，打通生活与艺术的连接，通过多

元的互动方式探求当地本土文化与新时代发

展进程中居民日益提高的精神审美需求。同

时，还连同各方资源共同参与，改善居民居

住环境和生活品质。社区美育不仅仅是艺术

对居民的单向输出，而需要居民深度参与其

中，与艺术家一起共同协作，这样才能更加

深入渗透进社区的本质，提升社区综合审美

与素养。

社区是物质载体，社区美育则是精神

内核，社区承载着美育，美育升华社区，两

者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社区美育是社会美

育系统的一部分，社区美育实践则是这个系

统的行动属性，我们不能单方面地输入，而

是让社区居民通过多维度的感知体验参与其

中，通过互动的艺术教育活动让居民学会发

现美，认识美，创造美，分享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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