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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下构建以“生”为本的美术教学模式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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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术教育对学生审美情操的形成、想象力与观察力的塑造、个人综合素质与创造能力的培养都有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中学美术学科的教学最终指向形成学生个人的终身学习能力与美术核心素养的形成，因此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

以提升学生个人的美术品味与审美能力十分重要。但当前中学美术课堂中对于中学生的美术核心素养并不重视，中学美术

教师应积极主动树立以核心素养为指向的教学观念，构建启发式教学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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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e arts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aesthetic sentiment, the shaping of imagination 
and observ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creative ability. The teaching of fi ne arts in middle school 
ultimately points to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lifelong learning ability and core quality of fi ne arts,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form basic 
quality of fi ne arts to improve students' personal taste and aesthetic ability of fi ne arts. However, the middle school art class does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core quality of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middle school art teacher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et up 
the teaching concept oriented to the core quality and build a heuristic teaching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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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素养概述

1.1核心素养内涵

1 9 9 7年， O E C 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全称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启动了“核心素养的定义与选择：理论与概

念基础”项目。从此，核心素养在全球基础教育领域引起

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培养积极适应未来社会需求、具有终

身学习能力的人才，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基础教育理论与实

践研究的趋势。2014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施“立德树人”的要求，

紧接着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意见》[1]中明确提出：“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特有体系”[2] 、“澄明学生终身发展

和社会发展的适应力”。2016年9月13日，中国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研究成果正式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

集中在培养“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目标上，分为文化

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3]全面体现在人文

传承、科学精神、学习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

创新六大品质上。[4]具体分为审美情趣、健全人格、民族认

同等关键点等18个基本点，在这些基本点中，每项相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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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相互促进，在不同情境中发挥作用。根据上述框架，

各学科可以进一步根据不同细分领域学生的年龄特征提出

具体要求，细化该细分领域的学科核心素养。[5]

1.2核心素养的特征

美术学科课标组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基础之上进

行深化完善提炼，从不同的主旨和大方向进行区分形成了

以“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为导向的中学生美术学

科五大核心素养——“图像识读”、“美术表现”、“审

美判断”、“创意实践”、“文化理解”， 主要目的是通

过美术来提高中学阶段学生的艺术综合水平，使其参与多

角度多样化的文化交流，并提高其审美意识、审美思考能

力，同时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促使个人全面发展。

在中学生美术学科的五大核心素养中，每个核心素养

围绕学生综合美术素养的形成，各有自己的意图与导向。

第一是“图像识别”，主要指对观看、识别与解读美术作

品等视觉符号，促使学生学会自主识别图像内涵和意义、

解读现实生活中的视觉文化现象和信息；第二是“美术表

现”，指运用现代媒体与美术语言创造视觉形象，培养学

生形成一定美术表现能力并以此解决学习、生活和工作中

的问题；第三是“审美判断”，指的是对美术作品和现实

中的审美对象进行感知、评价与表达，旨在形成学生基本

的审美能力与审美表达能力；第四是“创意实践”，指由

创新意识主导的思维和行为，这一方面旨在养成学生的创

新意识，鼓励学生立足于现实生活进行符合实际的创意构

想；第五为“文化理解”，主要指从文化的角度观察和理

解美术作品、美术现象和观念，形成从文化的角度观察和

理解美术事物的习惯，旨在领悟其中包含的文化内涵，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美术文化、尊重和理解世界各民族文化的

多样性。以上五大美术核心素养互相联系，互为补充共同

指向“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这一目标。

在这五大核心素养之中，由于美术这一学科主要是从

视觉形象的角度出发，因此“图像识读”和“美术表现”

是美术学科独有的特征，换言之，这两大素养是中学生在

美术学习过程中应具备的最基本素养。“审美判断”、“

创意实践”与“文化理解”在中学生的其他课程里也会涉

及，如语文学科与音乐学科常会涉及到针对文学作品或艺

术作品的“审美判断”、历史学科与思想政治学科需要学

生掌握“文化理解”素养，中学生在学习所有学科时都需

要考虑到“创意实践”这一素养。但即便是每个学科的学

习目标与学习角度存在差异，美术学科中的“审美判断”

、“创意实践”与“文化理解”这三大素养仍不能脱离视

觉形象这一角度，它们都必须要先立足于所接收到的视觉

信息进行基本的审美判断，深入研究和探索以实现对不同

国家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与包容，这是后续进行创造

性美术实践活动的基础。

但总而述之，在中学生的美术课堂中，不论是将“图像

识别”和“美术表现”等基本美术素养视为中学生美术课

堂的基本功要求，还是基于“审美判断”、“创意实践”

、“文化理解”等层面提出对当前中学阶段学生的更高层

次的学习与精神方面的目标，归根结底，中学美术的五大

核心素养实质上就是围绕“提升中学生这一群体的综合素

质能力”为核心提炼而成的，而这五个核心要求不仅指向

了中学年龄阶段学生的美术素养能力的提升，更意在通过

本阶段美术核心素养能力的提升引导学生掌握融会贯通其

他学科、体悟与理解本阶段以及未来阶段的美术与其他知

识文化的关系，从而促使中学生在未来成长和发展的路上

不断提升自我。

2  传统中学美术教学现存问题

在新课改标准中，美术课程目标已直接指向了构建人面

向21世纪的创造力，要求中学美术课程要“力求体现素质

教育的要求”、注重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

与“创造能力”的培养，以“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

提升学生个人的美术品味与审美能力”。但反观当前中学

美术课堂，仍有许多问题根深蒂固：

2.1过于保守的教学理念

当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开始重视学生艺术素养的培

养，但在初级中学阶段，由于前期的小学阶段不重视美

术素养塑造的习惯、后期升学压力以及其他各方因素的影

响，实际美术课堂中还是常常被许多教师、家长乃至中学

生本人视为“副科”。如仍有教师和家长对中学阶段的

美术这一学科的教学观念存在误区，认为这一学科不能达

到“升学考试分数速成”的效果而忽视美术学科的教学；

再如学生则由于美术课程量少和未能系统接受美术方面的

教学思维培养，学习兴趣低下等。这些情况归根结底一句

话，就是师生与家长对于美术课堂仍持有保守的态度。对

于当前美术课堂而言，这种保守的课程观念急待扭转。

2.2单一刻板的教学方式

目前美术课堂上，许多中学阶段的美术教师由于多方

面原因，仍进行着“填鸭式”教学——如课堂上使用大量

的书本知识讲解而忽视了美术作品需要引导欣赏和个人视

觉感知理解的特点；或课堂中直接给中学生一系列由教师

提前挑好的作品进行直接临摹；亦或是教师个人缺乏对美

术课程要求的研究，教学指导过程不重视美术知识与其他

人文学科的联系，出现美术学科“断崖”情况等。综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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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教学方式的老旧和刻板单一势必会影响到中学阶段学

生对美术学习的热情，比对中学阶段的美术学科核心素养

的五个方面，这无异于对中学生的美术创新与创意思维的

形成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2.3与现实脱节的教学内容

“艺术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美术作为艺术的一

种非常重要的形式体现，与中学阶段学生个人以及家庭、

社会等实际生活息息相关。但实际上在中学的美术课堂中

却屡屡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如为了其他文化科目的学

习，而牺牲原本为数不多的美术课时；或在课堂中为了快

速使学生提高测评时的考试分数，而教师重理论轻实践，

学生缺乏户外写生和生活近距离观察的机会。长此以往，

中学阶段的学生既缺乏美术“图像识别”的时间，又得不

到“美术表现”的机会保证，“审美判断”、“创意实

践”与“文化理解”等综合素养的提升和发展等更是无从

谈起。这些都十分不利于中学生美术核心素养形成。

3  构建以“生”为本的美术核心素养课堂的建议

3.1转向以“生”为本的美术核心素养教学观

思想先于行动，只有先树立了正确的教学观念，教师

才能在教学活动中不断进步。作为一名美术教师，个人的

一切行为实质上都是基于本学科的核心目标——五大核心

素养。中学阶段学生的艺术人文精神是国家美术新课标的

重点要求，中学课堂上的美术教师必须坚持中学生为主体

的美术核心素养提升观，不断构建跨学科的生态型知识结

构，在不断于本专业进行发展与自我成长的同时，还要学

习与掌握与美术相关的其他知识技能以及促进中学生思维

和人格发展的教学方法。只有教师自己转变旧的教学观念

与课程观念，立足于美术五大核心素养的要求，树立“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才能正确理解美术学科在中学阶

段的作用，并引导中学生学会观察生活并亲身体验，以此

引领中学阶段的学生真正感悟到什么是美和艺术。

3.2构建情景启发式教学的美术核心素养课堂

启发式课堂氛围的造就需要中学美术教师和中学阶段学

生的共同发力。认知能力与思维能力在七年级到九年级的

学生显得十分活跃，这一阶段的学生开始形成自主学习与

独立思考行为方式，但个体思考方式与理解方式间又存在

着差异，因此教师应在课堂内外引导中学生学会形成自己

的一套观察与发现的方式，摈弃仅仅基于教师个人经验与

书本知识对学生进行“授人以鱼”的灌输式教学。

“艺术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但实际上，目前中

学美术课堂中，“高于生活”的那一部分往往被过度提炼

为要求掌握的技能部分，而“源于生活”这一美术创作的

前提却被忽视了。究根到底，美术是一种通过现实体验表

现创作欲望的工具，一定要与实际生活接壤才能形成。美

术学科的作用就是培养学生学会用美术这一形式与途径来

表达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应该摒弃“灌输式”的美术

欣赏与学习，代之以引导学生近距离地、用心地观察生活

中的一事一物，以实际体验的积累来激发情感上的共鸣。

更要善于随时随地从中学生实际生活情景中创设学习环

境，以便于学生能随时在思维上潜移默化地进入美术欣赏

与理解。

3.3提升中学美术教师个人的专业学科素养

美术核心素养是针对中学生的美术知识学习与能力形成

提炼而成的，要想促使中学阶段学生的美术核心素养能力

不断提升，美术教师作为学生的引路人，首先就应该积极

主动地实现专业自主发展与成长，以此作为引领和指导学

生美术核心素养形成的前提。因此第一，一名义务教育阶

段的人民教师首先定要具备深厚的教育情怀，要热爱所从

事的教师行业与教育事业，更要源源不断地保持对美术这

一专业领域的热忱。第二，中学美术教师自身的专业理论

知识一定要牢固，仅仅只拥有一份中学美术教师资格证远

远不够，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学美术教师，扎实的专业

技能基础与较高的审美能力必不可少，除此之外还要有广

阔而在专业岗位上深入钻研，形成自己独有的教学风格和

教学特色，不断提高个人业务水平。第三，创新能力和教

学感染力也是中学美术教师学科素养形成的重要方面，一

名优秀的美术教师一定要学会在教学中运用创新型思维来

解决教学问题，更要以自身成为中学阶段学生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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