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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布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

社会考级
不作艺术特长测评依据

记者日前获悉，教育部近日明
确规定，社会艺术考级、艺术竞赛等
级名次证书等不能直接作为艺术特
长测评的依据。

教育部近日印发《中小学生艺
术素质测评办法（试行）》等 3个文
件。其中明确，学生艺术素质测评

指标体系由基础指标、学业指标和
发展指标三部分构成。基础指标是
中小学生在校内应参加的课程学习
和课外活动；学业指标是中小学生
通过校内学习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
达到的目标；发展指标旨在引导学
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发展。学生艺术

素质测评以分数呈现，“90 分以上
为优秀，75-89分为良好，60-74分
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

教育部体卫艺司负责人解释，
评价体系中的“校外学习”，一不包
括学生接受的家庭艺术教育，二不
包括学生参加的社会艺术培训机构

或个体培训者所组织的艺术培训，
仅指学生“参与社区、乡村文化艺术
活动，学习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欣
赏高雅的文艺演出和展览等”实践
性、体验性学习。

对于“艺术特长”，文件明确限
定为“在学校现场测评中”展现出来

的艺术特长，社会艺术考级、艺术竞
赛的等级名次证书不能直接作为艺
术特长测评的依据。

艺术素质测评自今年开始试点
实施。各省（区、市）将推荐 1-2个
地市或2-5个县市作为实验区。

追问1 为何不把社会考级、艺术竞赛作为直接依据？
不将艺术教育推向纯技能培养

问：为什么不将社会考级、艺术竞赛
作为艺术特长测评的直接依据？一些学
生参加的社会艺术特长班培训，算不算

“校外学习”？
教育部体卫艺司负责人：目前社会上

有各种各样的艺术考级，这让许多专家学
者十分担忧，一是认为功利化倾向严重，
以营利为目的；二是认为将艺术教育推向
纯粹的技能培养，扼杀学生的兴趣和潜
能。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规定的初衷是想减轻学生负担，让学生少
参加这些培训，但效果如何还要看落实后
的情况。

追问2 学生艺术素质测评结果有何用？
纳入初高中综合素质评价

问：学生的艺术素质测评结果将起到
什么作用？

教育部体卫艺司负责人：学校要如实
记录每名学生的艺术素质测评结果，初中

和高中阶段的学生测评结果将作为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而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正是“小升初”、中考等升学考试的
重要参考依据。

学生艺术素质测评的依据是学生的
写实记录、成绩评定，同时参考教师评语、
学生互评、自我评价等。

>>相关新闻

北京特长生考查实行零门槛
目前，很多学生学习艺术特长，主要

是希望通过等级证书作为升名校的敲门
砖。因此，很多学者认为考级将艺术教育

推向了纯粹的技能培养。今年为实现特
长生报考的“机会均等”，特长生招生降低
了门槛，原则上所有学生都可参与报名。
市教委要求，各区县要制定相关标准，统

一组织特长生入学工作，并对录取的特长
生进行审核。“严禁在初中入学工作中组
织任何形式的文化课考试，严禁将各种竞
赛成绩、奖励证书作为报名及入学的依

据”，要求特长生考查“零门槛”，并向传统
文化倾斜。

在海淀区的小升初艺术特长生招生
中，相比往年增加了戏剧、剪纸、面人、传

统花鸟画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项目。在
海淀区的特长生报名中，报名需要提供学

生个人简历、特长生推荐表、特长生登记
表、海淀区小学生素质发展报告书、小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手册等内容。审核合格

后，老师就会发放考查证。学生可凭考查
证到学校参加考试。

学生们反映，自从招生向书法等传统
文化倾斜，一些书法培训班也出现了一席

难求的情况。
记者从北京市石景山区少年宫了解

到，随着等级证书和社会艺术竞赛不再作
为艺术特长生的认证标准，招生学校的普

遍“门槛”就是教委组织的艺术比赛成
绩。这也使艺术节比赛的含金量提高。

一位民乐团负责老师介绍，过去很多
学生通过在校外学习乐器、舞蹈等进行考

级，以获得参加名校招生的初试资格。即
便进入少年宫乐团，老师也要先看等级证

书，再考核现场演奏。他表示，北京学校
普遍认可的是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
院、中国音协等六七家机构的等级证书，

“如果没有九级、十级的水平，乐团都不带
你玩儿”。

这位老师介绍，过去乐团学生中有超
过四成的学生通过艺术特长跨区进入优

质中学。今年北京限制了学生跨区择校，
很多学生留在了本区。

尽管艺术考级无助于认证“艺术特长
生”，但北京市仍承认教委办的艺术节比

赛成绩，因此少年宫的学生具有一定优
势。他也表示，很多乐团的学生已确定走
艺术特长道路，还有的在课余时间请专人
指导，“这部分学生都不会受到影响”。

南京首次发现郑和墓文物实证
清代墓志碑记载：
郑和出使西洋印度诸国，奠于南京牛首山

南京牛首山有着一座郑和墓，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此有着一些存疑。而记者获
悉，在上周召开的“郑和下西洋与江宁”学术研讨会上，披露了一个重要发现。郑和墓
园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刘文庆公布了一件“咸阳世家”墓志碑，而这是到目前为止，第

一件能够证实郑和安葬在南京牛首山郑和墓的文物实证。

郑和墓在哪，多亏当地百姓回忆

关于郑和殁年葬地，史籍所载颇有出
入，史学界也意见不一，歧见颇多。对于
葬地也是众说纷纭，比如有说殁于南洋，
即印度南部古里国，葬在爪哇三宝洞；有
说殁于半道，葬于海上；当然，一种主流观
点还是认为，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于1435年
回到南京，同年在南京逝世，葬牛首山。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
志高解读，关于郑和葬地的记载，最早的
记载文献是清代《康熙江宁县志》，其中第
五卷上有这样的文字：“三宝太监郑和墓，
在牛首山西麓……”说得很清楚，郑和墓
就在南京牛首山。

另外，郑和墓的具体地址确认，则多
依靠了当地老百姓的回忆。在上世纪五
十年代，文物工作者在牛首山西南麓周
村，走访了村民。其中有村民提到，看到
过郑和后裔来村东边祭扫，而且村民还
称，民国时期当地郑和墓前还有石人、石

马、石碑。就这样，通过口头材料和现场
走访，确认了一处郑和墓的墓址，也就是
如今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郑和
墓”。但正因为缺乏实证，学界一直有着
其他解读。
墓志碑上写明“奠于牛首山西”

今年是纪念郑和下西洋 610周年，因
此上周五，数位专家参与研讨了“郑和下
西洋与江宁”学术研讨会。在这个会议
上，与会专家们纷纷提出自己近年的研究
成果，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南京郑和
墓园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刘文庆提供的
一块“咸阳世家”墓志碑。“咸阳世家”是郑
和家族的美称，因为其先祖在元代曾经被
封为咸阳王。据介绍，这是去年 8月从花
神庙一村民家中征集到的。而该村民则
表示，墓志碑是很早以前从牛首山上拖回
来的。

墓志碑年代是清代光绪甲申十年
(1894年)，该碑长一米多，宽近半米，属郑

和家族一位后裔“郑公”的原配夫人。上
面提到，“郑公”祖先郑和出使“西洋印度
诸国”，“赐姓郑，守备南京，马府街即赐第
处也。殁，敕奠于牛首山西。”

刘文庆指出，这墓志碑明确提到了郑
和死后，就是葬于牛首山西。而且，该碑
又是郑和家族的，可信度没问题，“实物有
说服力，我想应该不会再有质疑之声。”

另外，墓志碑还有其他内容也可以
作为旁证。碑文中记载着“建广缘寺，以
祀之礼也。”就是说郑和墓的坟寺不是从
前流传的弘觉寺，而是没什么名气的广缘
寺。据专家介绍，明代初年的太监喜欢建
造坟寺，他们希望通过建造坟寺，来寻求
一种慰藉，求得托生为健全之人。

而刘文庆介绍，他为此也走访当地老
人，得知周村一带的确有过一座寺庙，与
《金陵梵刹志》(堪称明代寺庙百科全书)上
对广缘寺的记载吻合，就在弘觉寺以东两
里路。

首部养老机构
发展研究报告
在京发布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16日在北京发布
《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这是中国发
布的首部养老机构发展专题研究报告。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养老
机构发展研究报告》课题组组长吴玉韶在发布
会上强调，《报告》对于全面了解中国养老机构
发展的整体状况，认清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研判养老机构发展趋势，理清养老机构发展思
路，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养老机构健康发
展，具有积极意义。

吴玉韶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
快，家庭规模的缩小和社会的快速转型，中国
老年人，特别是高龄、失能老年人的照料、康复
护理服务需求迅速提高。

截至 2014年底，中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数量已达 2.12 亿，高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
2400万，失能老年人口接近4000万，对老龄服
务事业和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吴玉韶说，该《报告》旨在系统梳理中国养
老机构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养老机构的概
念、地位和作用，深入研究目前中国养老机构
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并对养老机构的未来发展
趋势进行了展望。

《报告》指出，养老机构是指为老年人提供
集中居住、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文
化娱乐等服务的老年人服务组织，主要服务对
象应是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养老机构应划分
为三类：自理型养老机构、助养型养老机构和
养护型养老机构，服务对象应分别以自理老年
人、半失能老年人、失能老年人为主。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共有各类
养老服务床位 551.4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
养老床位26张。

《报告》指出，近年来，在国家一系列政策
推动下，中国养老机构发展迅速，政策制度不
断完善，投资主体日益多元，数量规模发展迅
速，服务类型更加多样，服务设施不断完善，人
员队伍逐渐发展。但仍然存在着养老机构发
展政策体系不完善；养老机构双轨运行，市场
竞争机制不完全；养老机构自身建设滞后，服
务水平较低；机构养老服务有效需求不足；支
持养老机构发展的社会氛围有待提高等问题。

《报告》指出，促进中国养老机构健康发
展，一要尽快建立健全养老机构的分类管理制
度。二要加大养老机构的结构调整力度。三
要加快土地、金融、人才等重点扶持政策创制
力度。四要科学推进养老机构的养医结合进
程。五要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共建养老机构。
六要加强养老机构的安全监管与风险管理，特
别是消防安全管理。七要提高养老机构自身
管理与服务水平。八要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有
效消费需求，建立和完善长期护理保障制度，
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和购买能力。

《报告》指出，未来中国养老机构的发展将
呈现五个趋势：一是民办民营养老机构将成为
发展主体，养老机构的市场化趋势将会更加明
显。二是机构养老服务将与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融合发展。未来，随着中国养老服务的快速
发展和养老服务网络的不断建立完善，机构、
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一体化发展将是必然趋
势。三是小型化、专业化、社区化、连锁化将成
为养老机构发展主要态势。未来的养老机构
将更加社区化，即依托社区发展养老机构，通
过小型化、连锁化经营来获取市场份额、提高
市场竞争力。四是养老机构养医结合发展将
更加紧密，养医结合的模式将会更加多样。五
是养老机构服务更趋亲情化、人性化发展。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