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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青少年美术教育实施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X市城区四所中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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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育是培养青少年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以X市城区四所中学6个班级共322名学生和14

名美术教师作为调查对象。结合笔者的实践教学，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深入调查X市城区青少年美术

教育管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教学设施、师资情况、教学效果等实施现状，探究X市青少年美术教育发展

主要问题和阻力点，提出相应策略。以期制定为符合区域美术教育发展可行性方案，攻克美术教学发展难点，为青少年美

术教育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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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esthetic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cultiva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young students'comprehensive 
qualities.This article surveyed a total of 322 students and 14 art teachers from 6 classes in four middle schools in the urban area of 
X city.Based on the author's practical teaching experience,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questionnaire survey,and interview methods,we 
conducted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youth art education management,teaching content,teaching 
methods,teaching evaluation,teaching facilities,teacher situation,and teaching eff ectiveness in the urban area of X city.We explored 
the main problems and resistance poi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art education in X city,and propose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In order to formulate a feasible plan that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art education,overcome the diffi  cul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t teaching,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youth ar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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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国对青少年美术教育十分重视，且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旨在推进青少年美育能力的提升。最早在1998

年，教育部就颁发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计

划中就提出了要把美育与创造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培养学

生高尚的情操和艺术创造的能力。我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于2020年10月又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学习美育工作的意见》，其中重点强调了美育是审美

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

识的教育，能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

新创造活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要以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

素养为目标，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

美培元，把美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学

校教育各学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1]。然而，随着新时代社会的发展，当前社会、学

校、家长对美术教育的认识有了一定得提高，但仍存在较大

不足。如人们狭隘的认为美育同等于美术教育，美术教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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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多的投入，美术课程粗糙、教学内容传统。为了进

一步深入了解地方美术教育现状，开展此项研究工作，探

寻地方美术教育阻力点及解决策略。

1  相关概念释义

1.1美育与美术教育的辨析

美育又称为“审美教育”，是培养人正确的审美观、发

展对美的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教育。美育这个概念比较

宽泛，与美术教育是包含关系，美术教育仅仅是美育教育

的一部分。

1.2美育的概念

美育是我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五育并举”教育理论重

要组成部分。美育概念最早出现在哲学家席勒所著《美育

书简》中，指出教育除了有“促进健康的教育、促进认识

的教育、促进道德的教育”外，还应有促进鉴赏力和美的

教育。学校美育涵盖较为广泛，主要由艺术课程、学科课

程、地方特色校本课程和校内外美育实践活动等美育课程

来实现[2]。

1.3美术教育概念

目前为止，研究学者关于“美术教育”的概念进行了不

同的论述，笔者在文中所提的美术教育，重点强调是美的

教育，这种教育不仅是向学生传播美术知识，更是通过艺

术这一媒介，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审美能力，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3]。

2  X市青少年美术教育实施现状调查

本文通过对X市城区四所中学（J中、HX中、SH中、DY

中）进行问卷调查以及访谈。调查对象包括在校的部分学

生和教师。对这些中学的部分美术工作负责的相关领导、

教师进行深入访谈。

2.1 X市青少年美术教育管理情况调查分析

2.1.1学校课程开设情况

通过调查X市城区中学各个年级是否开设美术课程情

况，汇总14位美术教师访谈结果可知，仅仅有5位教师谈到

已经开设了美术课程，占总数的35.71%；其他9位美术教师

否认各个年级开设了美术课程，占总数的64.29%。获悉，

多数学校的校方为了学生能有更多的升学备考时间，占据

或取消了美术学科的课时。以降低美术教育质量为代价，

换取语文、数学、外语等主科目拥有更多学习的时间。

表1  各个年级是否开设了美术课程情况表

序号 课程开设情况 百分比

1 已开设 35.71

2 未开设 64.29

2.1.2学校美术课程占课情况

通过调查X市城区中学各个年级美术课程被语文、数

学、外语等主课占用情况。结果显示，从七年级至九年

级，美术课程的课时被占用的情况越来越明显。6个年级的

322名学生的反馈结果统计如下表。其中七年级有45.12%的

学生反馈美术课程会被其他课程占用，54.88%的学生反馈

美术课程不会被其他课程占用。在八年级中，有55.78%的

学生反馈美术课程会被其他课程占用，44.22%学生认为不

会被其他课程占用。在九年级中，71.23%的学生反馈美术

课程会被语文、数学和外语等其他课程占用，仅有28.77%

的学生反馈美术课程不会被其他课程占用。从另一方面反

映出，青少年的美术教育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

与美术课程的课时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密切相关。

表2  各个年级美术课程是否被占用情况表

序号 年级
课程是/否会
被占用情况

百分比

1 七年级
是 45.12

否 54.88

2 八年级
是 55.78

否 44.22

3 九年级
是 71.23

否 28.77

2.2 X市青少年美术课程教学内容情况调查分析

有研究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了美术课程的四个学习类别。

即美术课程依据不同的学习活动方式方法，包括《造型•表

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和《综合•探索》四

个学习类别[4]。在调研14名美术教师发现，有5名教师认为

综合•探索部分教学难度最大，占总比例的35.71%；有4名

教师认为欣赏•评述部分教学难度大，占总比例的28.57%；

有3名教师认为设计•应用部分教学难度较大，占总比例的

21.43%；仅仅有2名教师认为造型•表现部分教学难度大，

占比14.29%。由上可知，青少年美术课程存在设计不合

理，不够科学之处。尤其对鉴赏类、展示类的学习内容设

计存在不足，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表3  青少年美术学习内容教学难度情况表

序号 课程学习类别 百分比

1 造型•表现 14.29

2 设计•应用 21.43

3 欣赏•评述 28.57

4 综合•探索 35.71

2.3 X市青少年美术课程教学方法情况调查分析

通过对14名教师调研发现，对于青少年美术教育课程

最常见的教学方法一共分为四种，分别为“观察与探索”

、“活动与体验”、“讲授与练习”和“示范与观摩”。

由下表可知，14名教师中，其中有6名教师使用最为传统的

授课方法：讲授与练习，占总比的42.86%；有4名教师使用

示范与观摩的教学方法，占总比的28.57%；然而，使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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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与探索、活动与体验这两种教学方法的教师分别为2名教

师，各占总比14.29%。综上所述，当前青少年美术教育课

程教学方法较为传统、单一，多以教师为主导型的美术教

育教学方法。

表4  青少年美术教育教学方法情况表

序号 课程教学方法 百分比

1 观察与探索 14.29

2 活动与体验 14.29

3 讲授与练习 42.86

4 示范与观摩 28.57

2.4 X市青少年美术课程教学评价情况调查分析

有研究表明，美术学习效果的评价方式，应综合体现

在出勤情况、学习表现、基础作业、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等不同方面。综合对X市城区四所中学的学生调研情况显

示，在322名学生中，有138名学生喜欢多种评价方式结合

的讲评方式，占总比的42.86%；有86名学生喜欢学生之间

互评的教学评价方式，占总比的26.71%；有65名学生喜欢

教师讲评的课程评价方式，占总比的20.19%；有33名学生

喜欢自己讲评的方式，占总比的10.25%。

表5  青少年美术教育教学评价情况表

序号 课程教学评价 百分比

1 学生互评 26.71

2 多种结合讲评 42.86

3 教师讲评 20.19

4 学生讲评 10.25

2.5 X市青少年美术课程教学设施情况调查分析

硬件配套设施在美术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中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在接受笔者调研的14名教师中，有2名教师表示

学校没有美术室，占总数的14.29%；有8名教师提到学校有

1间专用美术室，占总比的57.14%；有4名教师表示学校有2

间专用美术室，占总比的28.57%。硬件设施的有效保障，

可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使学生感受美学艺术的熏陶，

且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硬件设施也是提升美术

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

表6  青少年美术教育教学设施情况表

序号
美术室数
量/间

人次 百分比

1 0 2 14.29

2 1 8 57.14

3 2 4 28.57

2.6 X市青少年美术课程教学师资力量情况调查分析

通过调查可知，青少年美术教师的学历多以本科为

主。在调研的14名教师中，11名教师是本科学历，占总比

的78.57%；3名教师是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总比的21.43%

。访谈了解到，多数教师均是通过进修获得的高学历。在

14名教师职称结构中，初级教师为4人，占总比的28.57%；

中级教师为9人，占总比的64.29%；高级及以上的教师为1

人，占总比的7.14%。

表7  青少年美术教育师资力量情况表

序号 项目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1 学历结构

本科 11 78.57

研究生及
以上

3 21.43

2 职称结构

初级 4 28.57

中级 9 64.29

高级及
以上

1 7.14

3  结语

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美好心灵的塑

造起到关键作用。文中对X市城区四所中学青少年学生美术

教育现状进行的研究表明，凸显出以下几个阻力点：教育

教学管理机制不健全；教学内容设计不科学；教学方法传

统、单一；教学硬件设施不足；师资配比不均衡。基于当

前美术教育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转变美

术教育教学目标，强化美育价值功能；努力将美术教育与

美育融合，与地域文化、本土民俗文化、伟大的红色文化

相结合；做好落实国家教学改革政策，开齐开足上好美育

课程，将美育融入教学全过程；配齐配足师资力量，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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