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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素养本位的美术课堂教学

不同学科都提出了相应的学科核心素养，其中以美术学教授

尹少淳为核心的教育教学研究团队经过周密思考、细致研讨和反

复斟酌，提出了包涵图像识读、美术表现、审美判断、创意实践

和文化理解等五大类的美术学科核心素养，成为美术教育课程的

新目标。

一般来看，这五个学科素养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并且会综合

在某种教学活动之中。比如在艺术鉴赏课程中，学生通过视觉形

象进行解读，主要指向是图像识读素养，但学生对于画面的感受

也各不相同，就涉及到审美判断素养和文化理解素养。学生在创

作一件绘画作品的时候，需要借鉴许多业内人士的优秀作品的样

式或方法，虽然主要指向是美术表现素养，但也必然会牵涉图像

识读素养，还会牵涉审美判断素养、创意实践素养和文化理解素

养。“因为创作一件作品，需要在一定的文化情境中，渗入审美理

想和趣味，也需要通过创新意识，激发创造思维和行为。五个学

科核心素养之间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在不同的学习行为和活

动中各有重点和指向，所以，在美术课堂教学中，五大美术核心

素养是渗透在教学活动中，彼此相互联系的。”

在一次平面构成课程学习中，笔者在学生已经掌握点、

线、面概念的基础上，通过示范和讲解，让学生能够运用以平面

构成的方式解读并重构大师的作品。首先，请同学解读塞尚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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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学科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美术教育逐渐丰富，它不再是单一的美术教学，而是真正的倡导美术进校园、
进社区，将美育深入学生乃至成人世界的方方面面。在此基础上，教育界提出了新的概念：“核心素养”，即“学生应具备的、能够
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本文依据美术学科的核心素养要求，从美术课堂的教学、美育课程的实施和
核心素养时代下美术教师的成长这三个方面展开，以此来激发大众对于美术课程教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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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并谈论、分享感受。通过图像的识读让学生有一个基本的概

念。塞尚被誉为“现代绘画之父”，他认为形状和色彩是不可

分离的。在他的绘画作品中，我们常常能看见以几何的笔触在

平面上涂色而不用线条、明暗来表现物体，逐渐形成画的表

面。他用色彩对比、色的团块表现物象的立体和深度，利用色

彩的冷暖变化造型，用几何元素构造形象，使绘画领域正式出

现纯粹的艺术。笔者运用造型设计元素进行示范，将油画表现

的物体以点、线、面的形式进行呈现，学生立刻可以举一反

三，运用丰富多样的变化线条将大师的作品进行重构。同时，

又由于每个学生的审美造型能力不同，最终同样元素和构图呈

现出的画面效果也是千变万化的，这就是创意实践和审美判断

在美术课堂的运用和表现。即使没有绚烂的色彩，黑白相间的

点、线、面元素，依旧赋予造型设计无限的魅力。

事实上，“学科核心素养”体现的是学生在“问题情境中发现

问题，运用知识与技能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价值态度、思

维方法、行为特征和解决问题的综合状态。因此，在美术课堂教

学中，知识和技能仍作为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的重点。然而，知识、

技能与素养不同。在以往的教育中，存在“为知识而知识、为技

能而技能”的问题是因为知识和技能未能转化为学生的素养，而

是仅仅作为美术学科的课堂目标独立存在着。所以，通过本节课

的学习，笔者希望学生在完成知识和技能目标的基础上，能够

更深刻的体会到平面构成

设计中的基本造型元素所

富含的能力和所拥有的魅

力，以此来深化审美判断

和创意实践等素养。

2　美育课程的实施

美术学科有着自己的

特点，即绘画的技能性特别

显著。技能的熟练需要不断

的练习，方可达到信手拈来

的程度，其后可将人的精力

和注意力放在美术活动中深

化内涵等其他方面，如美育

的实施。

美育涉及所有教育门

类和学科，但最为密切的是

艺术。所以，艺术教育是

实施美育的基本手段。

“审美教育历史悠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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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不同时代和地域有着不同的形态和方式。在古代中国，美

育传统蕴含在礼乐相济的审美化教育途径中。在西方，美育思

想可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近代随着德国古典美学的发

展达到高峰。”

而今，美育已渗透到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中小

学。例如：每当节假日来临，美术组的老师们总是充实而忙碌

的，他们带领着学生们用自己的绘画作品来装饰校园，用自己

的艺术审美来发现、记录校园的一草一木。更有甚者，美育已

走进各大乡村和社区，放眼望去，街角的墙绘作品栩栩如生，

正如这些朝气蓬勃的孩子们一样，笑靥如花般绽放。在设计色

彩课程中，笔者带着中专二年级的学生进行校园风景写生，通

过课程前期与课程后期两个阶段的风景写生对比，无论是从构

图、配色还是造型，学生的绘画造型能力和审美能力都有了很

大的提升。写生，是对现实事物的概括和提炼，色彩是审美能

力的呈现，将美育融入课堂教学，引导学生发现校园的美、发

现身边触手可及得美。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实施美育的途径是多样的，但既符合美育特征又较有成效的

是“体验”。所谓“体验”，需要进入情境，调动各种感官，

与对象互动，唤起深度情感，形成共情，从而获得审美享受。

故而，以艺术欣赏为手段的美感教育就在于训练我们去观赏最大

限度的美。我校设有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是最能体现美育特

色的专业之一。在学生的日常课程学习中，就把美育渗透到专

业解读和学科培养中，以期使能把学生培养成为审美健康、心

灵高尚的人。适逢建党百年之际，我校学子运用自己的专业所

学，寻找革命老党员，为他们修剪发型、梳妆打扮，在他们

的精心装扮下，仿佛回到了抗战时期。同学们听他们讲诉那段

艰苦无畏的岁月，定格下一个又一个瞬间，时光已逝，音容不

改。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结合专业所学，将美育活动潜移

默化地根植于学生的心中，在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

的共同熏陶下产生审美行为并且达到良好的审美体验需要，以达

成美育塑造人的美好心灵之目的。

3　核心素养时代下美术教师的成长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类最需要也最重要的就是解决问题

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具有综合性的。“核心素养的内涵是在现

实情境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调动与运用个人心理资源和

社会资源解决问题的综合品质和能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美术课程不应局限于美术知

识与技能的教学，还需要通过一定的议题或主题，将美术本体

与社会、自然和自我连结起来，以此扩大美术课程的价值，同

时赋予美术知识与技能学习的目的性。“美术课程正是在社会性

主题与美术本体之间构成的互相助益关系中被设计并实施的。”

所以，一名美术老师不仅需要掌握美术本体知识，还需要掌握

丰富的社会知识，以及涉猎其他专业领域的文化知识。犹记得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我们有一整年的美术理论课，这门课大多

数时候不是授课教授在讲课，而是聘请全国各地的教授来给我们

讲课，不仅局限于美术学科，同时涵盖哲学、电影、数学等

等，以此扩大思维的空间，拓展思维的方式。其中，笔者认

为最有意义的就是哲学知识的学习。哲学，培养人的辩证思维

能力，打破人类的常规视野，建立严谨的思维模式，增强知识

储备。

美术作为一种视觉表达方式，始终指向文化和社会。除了

哲学，最需要学习的两门通识课程是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

“因为这两个课程如同由历史和现实的经纬线编织的大网，覆盖

了学生的现实生活和艺术指向的方方面面。”如果学生仅拥有技

能而缺乏宏观的视野，其美术创作也因为缺乏格局、丧失指向

而不完整，美术教学也囿于狭隘而失去活力。现如今，美术教

学的定义更为广泛，其格局也不再是课本课堂教学。而学生仅

限的四十分分钟课堂教学，既要学习绘画技能知识，又能实现

思政目标和社会价值，这无疑对任课老师是一个更高的要求。

在先前的公开课上，笔者上了一节关于图案设计的美术课。在

本节课中，“岁月从不败美人”这一主题贯穿始终，从视觉形

象中引出“母亲”人物进行识读，通过学生个人的审美判断、

创意实践和文化理解，进行美术表现。并结合“感恩母亲”这

一思政目标，通过对人物造型的刻画来解读本节课的重难点，

升华主题。

另外，作为一名美术教师，除去课堂常规，还需要提高自

己的语言能力包括脱稿和即兴发言，同时学会锤炼和精简语言。

还需要在不断的道德修炼中，培养真诚、善良的品性。为了解

决问题，还需要掌握解决问题的一般程序和方法，并运用学科

与跨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特殊程序和方法，及时对解决问题的成

果进行反思和评价。

概而言之，美术教师应该沿着“尽精微，致广大”两个

方向发展。在自己本专业领域“尽精微”的同时在人文知识与

普遍关怀方面“致广大”。在常规的教学区域中做到得心应手

之外，更需要在传统美术文化中挖掘符合现代价值的东西，并

利用现代化社会的数字信息技术，培养学生有效地从传统文化中

提出元素与利用现代媒介来表达自身的创作情感，以此来丰富人

格，从而达成美术教师职业的崇高目的。

结合以上三点，是笔者对于美术教育的一些体会和思考。

作为一名教师，首先需要明确定位，教书育人是根本。在此基

础上，笔者希望能成长成为一名有大局观的教师，立德树人，

理解学生个体的审美差异，也引导学生承认社会存在主流审美

观。尤其是对个人或群体特点鲜明、取向正确而不被大众所接

受的审美观予以尊重并积极引导，以此丰富主流审美观的内涵和

面貌，保持其活力和动态性。另外，在美术教育中应融会贯通

的运用五大学科核心素养，帮助学生正确认知美的形式法则，

并以美育为手段，引导学生保持个体与社会精神的健康向上，

树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审美判断和观念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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