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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层文化馆是我们培育和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的主要场所，肩负着公益艺术培训活动的巨任，并且还牵涉到了

群众性文化教育活动的每一个方面。艺术活动作为基层文化场所对外开放的一种活动性项目，对于群众中学员的艺术知识普及、

鉴赏和表现能力以及自主创造能力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论文对新时代背景下基层文化馆开展艺术培训活动这一行为进

行了探讨，希望能让读者领悟到基层文化馆开展艺术活动的重要意义。

Abstract: Grassroots cultural centers are the main place for us to cultivate and improve the cultural quality of the people, they 
shoulder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of public welfare art training activities, and also involve every aspect of mass cultural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Art activities are an active project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of cultural plac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which are of great 

value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art knowledge, appreciation and performance ability and independent creative ability of students 

among the mass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ehavior of grassroots cultural center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hoping to let 

readers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grassroots	cultural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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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群众文化是当前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对精神文明要求也越来越

高，就需要更多、更充实、更健康有营养的群众文化，而

群众文化在当前日益增长的物质基础不断变化的生活当中

俨然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1,2]。以基层文化馆为主体

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为人民群众提供培训场所和活动中心，

提供高质量的文化培训和高雅艺术演绎，能够更好地践行基

层文化工作者服务艺术、服务人民的崇高使命。基层文化

馆是社会公共服务机构，有义务落实和提高群众文化工作，

为最大程度达到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各级文化场所都有必

要组织开展各类艺术训练活动，而且需要不断创新艺术培训 

方法 [3]。

2 当前艺术培训活动的现状
新时代背景下，培训机构具有多种多样的艺术教学，我

们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社会和机构的办学，如工会、

青少年宫等；二是各级事业单位开展的办学，如各级艺术馆

和文化馆；三是民营和个人办学。前两类办学主体采用的是

学校模式，以定期开学、固定课时、按班上课的教学方式来

辅导学生，它的最大特点是管理规范以及井然有序，但是在

教学上缺乏随到随学的灵活性。而最后一类教学突破了前两

类的缺点，采用一对一或者小班教学的方式，随到随学，具

有针对性。但目前来说，第三类缺乏知名度，并且也不具备

足够的社会公信力，同时第三类培训费用较高，不是一般家

庭能够承担的费用。不管是民营还是公办的机构，只要师资

力量强大、管理严谨规范、办学思维清晰、服务周到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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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都会吸引到更多的生源，形成更大的规模。

3 基层文化馆开展艺术培训活动的意义

3.1 有利于给家庭贫困的学生及离退休人员提供一

个学习的平台
新时代背景下，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赶超其他孩子，把

孩子送去兴趣班学习，提升孩子的多方面文化素养，但也仅

限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而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这是可

望而不可即的奢侈。要从根源上改变贫困孩子的境遇，需要

政府和社会共同的帮助，完善政府政策，开发社会资源，提

升他们的地位，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给困难家庭的孩子一

个公平的教育环境以及学习多元文化的自主选择权。基层文

化馆开展艺术培训活动的目的，就是给他们建设一个免费学

习的平台，让贫困家庭的孩子与经济条件优越的孩子一样，

能够公平享受学习艺术的待遇，能够和普通家庭子女一样站

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接受义务教育以外的艺术教育。贫困家

庭的家长主要是忙于生计或者没有能力去支持孩子去学习

艺术课程，导致他们的子女从小就缺乏对艺术活动的兴趣。

孩子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因此，基层文化馆开展艺术培训活

动，可以让贫困子女接触到多方面文化艺术，让孩子通过艺

术活动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塑造全面健康的人格。中老年

离退休人员从各个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有了更多的时间去

感受艺术、享受生活，但是社会上开办的老年大学大都收费

昂贵，这给退休人员体验艺术、感受艺术之美增添了麻烦，

而在中国人口老龄化逐渐加强的新时代下，中老年退休人员

的退休生活是否幸福充实，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绝对不可忽略

的。此外，在文化馆开设中老年成人艺术培训班更有利于

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风气，可以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文化

氛围。

3.2 有利于提升群众的艺术品位和文化素质
基层文化馆开展艺术培训活动的时间具有灵活性，人们

可以选择自己空余的时间去学习，利用闲暇时间进行进修，

也可以在文化馆中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进行探讨，让自己

的艺术涵养得到提升。在群众的认知中，人们往往觉得自己

没有艺术天赋，而不愿意利用闲暇时间进行艺术培训，世界

上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有艺术天赋，很多人是通过后天的努力

取得较高的艺术造诣，所以基层文化馆开展艺术培训活动有

利于提升人们的文化素质。培养文化素养需要通过相关的渠

道去学习，有些人往往找不到靠谱的渠道，社会上开设的艺

术培训机构主要是针对年轻人，而且大部分年轻人是为了艺

考或者特长而去参加培训的，目的性太强导致失去了学习艺

术的纯粹性，基层文化馆打破了这层针对性的限制，对全体

群众开放，让每个热爱艺术的人都参与进来，让每个热爱艺

术的人可以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活动去学习，文化馆这道亮

丽的风景将会深深印刻在大众的心中。不只是艺术家需要艺

术审美，所有人都需要进行艺术审美的培养，人们在欣赏艺

术品时会不自觉地进行自我的艺术探索，它提升了人们的艺

术品位，同时也帮助了人们在艺术和道德的融合，它使我们

对生活和艺术充满极高的热情，使我们的精神得到升华 [4]。

4 加强文化馆开展艺术培训活动的策略
不管任何事情，不付出巨大的努力难以成就一番事业，

更何况在艺术活动这个领域。我们要转变思维，不能认为文

化馆是事业单位而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国家更多的优惠政策

上，我们在加强文化馆开展艺术培训活动的过程中肯定会面

临许多的困难和挑战，从而对艺术培训事业发展产生一定的

阻碍。只有树立竞争意识、服务意识，把艺术培训当作文化

事业的一部分来经营，用规模赢效益，用口碑赢市场，用服

务创品牌，才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进而将艺术培训做大

做强。

4.1 拥有一支德才兼备的师资队伍
因艺术培训活动涉及的范围较广，所以需要一批专业培

训教师，保证培训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为了达到培训的目的：

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力度挖掘专业人才，并且鼓励他们积极

参加到文化馆开展培训活动中去，同时也需要针对这批人才

进行相关的培训活动，让他们早日成为强有力的师资队伍中

的一员；另一方面，在壮大培训队伍的同时，还需要加强自

我学习，自我反省，加大自身投入和建设力度，坚持终身学

习，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学习，更好地体现新时代背景下

的艺术素养 [5]。

4.2 培养高水平的管理队伍
新时代背景下，许多人不能抵抗市场经济环境中无所不

在的诱惑，他们认为在诱惑面前谈奉献精神是可耻的，但我

们坚信，这些朝“钱”看的人并不能把始终坚守传统的精神

文明理念的人涵盖在内，我们要清楚地认识个人与艺术的价

值，要平衡好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同时，文化

馆的管理人员需要不定期地进行培训，筛选出更多优秀的专

业艺术培训教师，加入到艺术培训活动队伍，让他们更加主

动地把时间和精力奉献在艺术培训上。此外，在进行组织培

训活动同时，还要加强自我建设，领导人员可以采用激励机

制让管理队友更加积极地参与培训活动，提高工作效率和工

作质量，更好地发挥文化馆的管理作用。

4.3 强化相关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
基层文化馆在加强培训工作的同时，也要加强相关工作

人员的服务意识，把搞好服务工作也加入到平时应该完成的

一项重要工作中，不仅如此，还要发挥自己广大的朋友圈，

引导更多的志愿者参与到基层文化馆的培训活动中。严格上

来讲，艺术培训主要的目的是加强文化间的交流，为学校、

家长和社会培育出优秀的人才，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这才是文化馆应该承担的社会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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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综上所述，不同地域的基层文化馆开展艺术培训活动方

式或许各不相同，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不管是哪种培训

方式，我们都要清楚地了解到在新时代新背景下给小学生和

成人学员提升艺术文化素养是时不我待的。在实际工作中，

文化馆工作人员需要依据不同的群体特性入手，去制定因材

施教的工作计划，给小学生和成人学员一个良好的高质量艺

术教育平台，让他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提升艺术品位和文

化素养，激发他们对艺术的兴趣爱好，塑造更加积极阳光、

和谐健康的社会新风尚，从而也保障基层文化馆顺利开展艺

术培训活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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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独立性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吸收接纳外来的习俗文

化，绝不能在外在交流时，丢失自我习俗文化，实现意义上

交流目的。要敢于主动打破封闭，在考验中发展壮大优秀习

俗文化。积极主动地在国家、民族的平等对话中学习外来习

俗文化中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的、广为人民群众赞赏喜

爱的部分，为文化融合求同存异。习俗文化要坚定拓展全球

化的发展视野，在世界文化浪潮中成为自变量，而非因变量。

通过文化对话、文化合作、文化互鉴等，借助外在动能拉动

繁荣自身习俗文化发展成果，为世界各民族习俗文化发展作

出中国贡献，怀着批判接纳的心态，建构实际外部交流才是

上策。开放包容的心态，实现习俗文化精华相互借鉴，以求

习俗文化达到共同繁荣，制约其继续内卷化的趋势。

5 结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鲜明的社会价值导向，

以此引领和保证全体人民有共同的道德遵循，整个社会有稳

定的社会秩序”[8]。习俗文化说到底就是道德价值理念，21

世纪的今天，大力提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将其作为

权衡习俗文化理念的评价标准，以体现习俗文化在当代的价

值。论文通过分析习俗文化内卷化、缘由以及对策等问题进

行了阐释。现今，我们更加应该以史为鉴，积极总结历史方

位上的习俗文化的内卷化问题，坚持理论指引，并以开阔的

胸襟和自身习俗文化的认可，进一步实现习俗文化的创造性

及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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