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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化 润 疆 ” 战 略 下 高 校 美 育 教 育 的 挑 战 与 机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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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润疆”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地区的民族团结、

文化认同和社会和谐具有深远意义。在这一战略背景下，高等教育中的美育教育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传

承与创新责任。高校美育教育作为实现文化润疆目标的关键环节，在推进过程中既面临机遇，也面临

诸多挑战。当前，虽然很多高校已逐步开展美育教育，但在师资力量、课程设置、教育资源分配等方

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本文从政策支持、文化多样性、师资建设等角度探讨高校美育教育的现状与挑战

角度，提出了具体的应对策略，包括加强民族文化融合、创新教育形式、优化师资队伍建设等措施。

通过分析，旨在为高校美育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为推动文化润疆战略落地提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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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ategy of "culture moistening Xinjia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and has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national unity，cultural 

identity and social harmony in the region.Under this strategic background，the aesthetic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bears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As the key link to realize the 

goal of cultural culture，the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e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many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on.At present，although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radually carried 

out aesthetic education，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faculty strength，curriculum setting，educat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other aspect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 support，cultural diversity and teacher 

construction，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coping strategies，including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ethnic culture，innovating education forms and optim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Through 

the analysis，it aims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path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d to provide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cultural moistening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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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多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地域特

色。在“文化润疆”战略的引领下，高校美育教育被赋予了重

要的使命，不仅要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还要增强文化认同，

推动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美育作为一种通过艺术和文化培

养学生情感与精神的教育形式，已成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美育教育面临多重挑战，其中包括民族

文化的多样性、教育资源的区域不平衡及师资力量的不足等。

然，这些挑战也为高校美育教育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契机。在

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推动高校美育教育的发展，不

仅能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还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促进民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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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和社会稳定。本文旨在探讨“文化润疆”战略背景下高校美

育教育的发展现状、挑战及应对策略，为推动这一教育事业的

发展提供思路与建议。 

1、新疆高校美育教育的现状与挑战 
1.1 政策支持与实施现状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新疆高校美育教育给予了充分

的重视和政策支持。根据《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意见》等文件

精神，政府明确提出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特别是

在新疆地区，政策的导向作用愈加显著。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

系列专门政策，旨在加强新疆高校的美育建设和文化传承。例

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结合地方民族特色和教育实际，出台了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实施意见》，为

美育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这些政策不仅为高

校美育教育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推动了相关课程的开设与教材

建设。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多种渠道提供资金投入和师资培训，

确保美育教育在新疆高校得到有效落实。这一系列政策的出

台，提升了新疆高校美育教育的整体水平。
[1]
 

1.2 新疆高校美育教育的实施现状 

在新疆高校，美育课程逐步丰富，教育资源日益完善，但

仍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发展。许多高校已经根据国家政策要

求开设了各类美育课程，包括音乐、美术、舞蹈、书法等，以

适应不同学生的需求。同时，部分高校还注重结合本地民族文

化，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美育课程，如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

族等民族的传统艺术课程。虽然课程设置和资源逐步增多，但

在师资力量和教育设施的建设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根据现

有的调查数据，许多高校尚未完全配备足够的专职美育教师，

尤其是在一些较偏远地区的高校，缺乏专业的美育师资，使美

育教育的效果难以达到预期。此外，虽然各类美育活动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开展，但教学设施的现代化水平和课程内容的多元

化仍有待提升。在这一过程中，新疆高校美育教育逐步展现出

了与其他地区的区别，尤其是在民族文化的融入和课程特色的

打造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2]
 

1.3 新疆高校美育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尽管新疆高校美育教育已有较大进展，但在实际实施过程

中，依然面临多方面的困难。首先是文化多样性与民族特色的

挑战。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文化差异明显，

如何在美育教育中实现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互鉴，促进民族团结

和文化认同，成为了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特

别是在一些边远地区，如何兼顾各民族文化特点，同时推动各

民族间的文化交融，提升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依然是一个复杂

的课题。其次，新疆高校美育教育面临着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美育教师，部分高校难以开展高质量的美

育教学，且现有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一些较为偏远的

院校，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经验有限，制约了美育教育的进

一步发展。再者，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也成为制约美育教育普及

的重要因素。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的教育资源存在较大差距，

这使得一些偏远地区的高校在开展美育教育时面临设施不足、

资金短缺等问题，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升。
[3]
最后，部分学生

在文化认同上的薄弱也是美育教育面临的一个问题。一些少数

民族学生中，文化认同尚不牢固，如何通过美育教育增强学生

的民族团结意识、提高他们的文化认同感，成为了教育工作者

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2、推动新疆高校美育教育的策略与路径 
2.1 深入挖掘民族文化，打造本土特色课程 

在推动新疆高校美育教育过程中，深入挖掘和传承本土民

族文化是核心策略之一。新疆的多元文化为美育课程提供了丰

富的创作灵感和教育资源。结合地域特点，学校可以开设以维

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传统民族艺术为主题的课程，例

如民族音乐、舞蹈、书法和刺绣等。这些课程不仅帮助学生了

解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还在实践中提升学生对本民族文化

的认同感和艺术表达能力。通过传承这些文化精髓，学生能够

逐步体会艺术形式背后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此外，课程设

计应注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避免单一性与固化思维的限制。

将民族艺术与现代艺术表现形式结合，例如利用现代设计技术

重新演绎传统民间艺术，让学生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同时，进行

创新表达。如传统的维吾尔族舞蹈可以结合现代编排技术，哈

萨克族刺绣则可运用数字化设计工具，实现与当代设计理念的

交互。用这种融汇拓宽学生的艺术视野，激发他们的创新能力。
[4]
总之，深入挖掘民族文化、打造本土特色课程，能够丰富新

疆高校的美育内容，能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艺术体验，在提升

艺术素养的同时，增强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感，为文化润疆的

实施注入新动力。 

2.2 加强师资培训与引进，提升教育质量与水平 

教师是美育教育的关键推动力，因此，加强师资培训和引

进是提升新疆高校美育教育质量的核心所在。当前的新疆部分

高校美育教育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专

职美育教师数量不足，且部分教师的艺术教育背景与实践经验

尚未达到高水平。为了弥补这一空缺，高校应着力提升教师的

艺术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通过多样化的培训途径和教学实践

来强化教师的综合素质。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教师掌握最新的

艺术教育理念，提升其教学方法和技巧，让美育课程的教学效

果更高效和生动起来。同时，针对新疆地区的特殊需求，高校

可以采取定向培养和引进外部优秀人才的策略。通过与国内外

知名艺术院校的合作，引入具有艺术教育背景和经验的专家学

者，带动本地教师的教育理念更新和教学方法创新。此外，还

可以依托国家与地方的政策支持，提供吸引力较大的待遇和发

展空间，吸引更多专业艺术人才前来教学与研究，优化美育教

育的师资结构。校内外联合培养模式也是提升师资质量的重要

途径。 

2.3 创新艺术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创造力与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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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真正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与创新思维，新疆高校大力

创新艺术实践活动。这不限于课堂内的教学，还包括多种形式

的课外艺术实践。通过组织多样化的艺术活动，鼓励学生参与

到音乐、舞蹈、绘画等实践创作中，激发艺术创造新思维。例

如，可以组织学生参观艺术展览、参与创作比赛、举办艺术节

等，让学生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其艺术表达能力。在具体

活动的设计中，根据新疆的文化特色，开展具有地域深度的艺

术创作活动，尤其是围绕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活动，让学生在

创作中深入理解和体验本土文化的魅力。用这样的创新和丰富

的艺术实践，增强学生的艺术素养，激发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团

队合作精神。
[5]
 

2.4 构建全社会协同机制，促进美育教育的广泛普及 

推动美育教育的普及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更需要家庭和

社会的共同参与。新疆高校应积极构建一个全社会协同机制，

推动美育教育的广泛普及。在这个机制中，家庭、学校和社会

应形成合力，共同为学生的艺术成长提供支持。家庭通过积极

支持孩子参与艺术活动，学校提供平台和资源，而社会则通过

文化活动、志愿者服务等方式参与其中。政府也要发挥引导作

用，通过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促进社会力量的参与。通过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美育教育不仅能够在校园内得到推广，还能在

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浓厚的艺术氛围。更重要的是，这种协同机

制有助于将美育教育与社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确保其在更大

范围内得以实施并取得成功。 

3、新疆高校美育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 
3.1 提升民族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 

在新疆高校美育教育的未来发展中，提升民族文化认同是

关键任务之一。美育教育是艺术知识的传授，更是文化认同的

塑造。在“文化润疆”战略的背景下，通过艺术教育加深各民

族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可以有效促进民族团结。例如，通过举

办跨民族的艺术交流活动，利用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

搭建不同民族间的沟通桥梁。这类活动即可以让学生们欣赏和

理解不同民族的艺术风格，还能帮助他们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其

他民族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从而在尊重和包容中增强彼此的认

同感。此外，学校还可以设计一些多民族参与的文化项目，如

民族舞蹈大赛或传统艺术展览，这些活动能促使学生们在实践

中体会和尊重其他民族文化，达到增进理解与团结的目的。 

3.2 构建多元化的美育教育体系 

未来新疆高校美育教育应朝着构建一个更加多元、灵活的

教育体系迈进。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传统美育教育不再局限

于课堂教学，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成为新的发展方向。

在线平台能够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艺术资源，不仅限于学校本

地的艺术形式，还能了解世界各地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理念。这

种资源的共享将极大丰富学生的艺术视野，并增强跨文化的艺

术理解能力。在构建多元化美育教育体系时，还应注重实践与

理论的结合。艺术的魅力往往在于其实践性，因此，教学应强

调学生在实践中的艺术创作与表达，让学生通过亲身参与艺术

创作，激发其创新思维和表达能力。鼓励学生参与本土艺术创

作项目，并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如数字媒体）进行艺术作品的

创作与展示。 

3.3 加强政策落实与资金保障，推动美育教育可持续发展 

要实现新疆高校美育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落实与资金

保障是基础。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未来的美育教育需

要更多的财政投入以及政策扶持。高校积极与政府合作，确保

相关政策能够落实到基层，推动各项美育教育活动的顺利进

行。例如，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新疆高校开设更

丰富的美育课程，提升教学设施以及聘用专业教师。与此同时，

学校还应积极与社会各界合作，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来支持美

育教育的发展。这些社会资源不只包括资金支持，还应涵盖企

业、文化机构等方面的合作与共建。通过这些方式，学校能够

整合多方力量，推动美育教育的长远发展。此外，政策落实与

资金保障还需要确保其公平性，特别是对新疆偏远地区高校的

支持，避免资源分配不均，从而保障全体学生都能享有高质量

的美育教育。 

4、结语 
在“文化润疆”战略的引领下，新疆高校的美育教育正面

临着机遇与发展空间。通过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特色、优化教育

体系、提升师资力量以及推动社会各方协同合作，新疆高校美

育教育不仅在提升学生艺术素养的同时，也在促进民族团结、

增强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多元文化交织的

新疆地区，美育教育作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

途径。未来，通过加强政策落实、加大资金投入以及创新教学

方法，新疆高校的美育教育有望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实现跨文化

交流和艺术创新，进一步推动社会和谐与区域发展。只有通过

持续的改革与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新疆高校美育教育的长远发

展，使其在民族团结、文化认同及社会进步方面发挥更加深远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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