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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门求学数年有余，每操之绘作思，而觉其少也，心不知

何因。吾本以为便草草过其时日，熟不意，良师席于井外。拜

师许久，然，自井者不知者无畏！谢恩师以谓吾示，将入学

界，启人生之新学，隧，明灼灼灯之人生，书慢慢路之华章。

久欲为之事，然，不鸣则已。嘉矣时日，得见我心之作。虽

甚浅，然己意。愿师友寻其见长，不枉数年寒窗光阴。

1　现代美术教育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延展性与必要性

从古至今从人文艺术角度出发，艺术的人力思考难度极大，

机械更替人力，作为现代美术教育推进者，我们要积极寻找出路，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找机器不可替代的位置。

1.1现代美术教育培养创造性思维具有延展性

站在小学美术教育角度，我们要有效的让孩子利用初始思

维，使其从养成的惯性思维中，潜移默化的抽离其中的创新

性，并与之融合至其他的思维模式，从绘画角度出发，从根本

上产生创造性思维。使之发展至各个分支，由内而外的主动产

生创新，而不是从外向内的施加填补式创新，将创新在个体发

展时就深刻记在脑海里。

1.2现代美术教育培养创造性思维具有必要性

现代美术教育要求教师要注重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在以

往的传统式美术教育中，通常采用模仿法，即教师画一笔，学

生模仿一笔。往往画面上出现的线构、设色、内容等都是教师

的范本，学生创作范围极为少。我们基于现代美术教育理论与

实践结果上，着重发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主张引导学生发现

特征，记忆特征，并进行绘画创作。全程教师将引导发挥至极

致，区别于传统美术教育的方法，得到的课堂作品是每一张完

全不一样，不同于传统课堂作品的大同小异，名副其实的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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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现阶段的美术教育对于审美教育不够重视。提升小学审美教育可以使学生更加懂得如何去欣赏美，如何去爱护美。
与此同时，在基础的欣赏同时也可以更加注重对良好的思维习惯形成所起到的作用。从而更加完善我国美术教育体系。使艺术融入
学生的生活的每一处，让学生发现世界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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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现代美术教育培养创造性思维具有缓慢性

艺术的发展与推进是很缓慢的，不是及时的。作为现在美

术教育的推进者，我们要注意学习与创造的关系，艺术注重创

造，教育注重学习，教师应有意识的发现从中的不同，知识涉

猎范围博而精，并面对多个受教育个体进行同时推进，这不难

看出对教育者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样的思维教育模式下，

课堂反馈与作品呈现在短期内不会有很强的时效性，无法做到

“上课即结课”，在创造性思维方式养成阶段，教育者需付出

大量的成本，前期收益不高，于长远的方向来看，创造性思维

可有益于受教育者终生，甚至更久。

2　小学生审美教育与创造性思维缺失的原因

在艺术的历史进程里，很多人都是很懂得如何解读佳作，

如何欣赏名品，可是却终身不会使用画笔。这又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艺术思维。艺术思维的形成缺少不了历史文化的熏陶，

形而上的东西总会给人们一种心灵与精神上慰藉。这里就又要谈

到“眼高手低”的问题了，我们的手可以画不出这么高超的技

巧，可是比起我们的技术我们要更注重思维的重要性。很大程

度上我们所做的事情只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思想，而我们如果不思

考，那我们与机器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通过我二年实践中所进行的采样，我发现了以下的几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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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美术教育体系落实的不完善

我国美术教育体系落实存在着一些漏洞，看似无关紧要，

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时会产生具体

问题具体矛盾，关注点不在艺术与教育之间的联系，更多是照本

宣科，讲述内容，不注重对外的拓展知识，无法使学生产生学习

兴趣。

2.2教师自身教育实践的局限性

在教育的环节，我们提倡教师主动激发学生想象力，激发学

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但往往教师自身课业教授之余，以没有冗

时再进行对学生的思维引导，故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2.3学生自身的局限性

我们主张学生全面发展，而不是致力于美术钻研。学生大多

精力都放在主要矛盾上，必然会从其他次要矛盾中抽取时间，从

而达不到我们所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学生自我消化知识能力

不统一。接受信息不统一会导致知识锁链脱节。

2.4教育者的专业视野局限性

我们的艺术发展离不开人文的滋养和文化的承载，作为教育

者，教师不乏专业内容的磨练，然而于受教育者而言，教师应做到

学科互通，更容易掌握教育整体思维脉络，从而不受限于片面的专

业内容，更好的服务于受教育对象，做到真正的博而精。

3　小学生审美教育与创造性思维对提升小学生审美教育的

优点

绘画里有句俗语叫做“眼高手低”，我们教师允许学生的

技术在现阶段的不成熟、不完善，但是学生在这之前的先决条

件是要提高自身的审美价值。个体的自我修养达到一定的程度

后，对事物的评判标准便会随之忽上忽下的改变。而我们所知

道的这句俗语的本质其实是要求我们提高自身的哲学内涵，而处

于发展中的小学生思维的形成正属于上升期。教师在学生可接受

的范围内进行浅显易懂的哲学思维引导，使学生的脑海内建立初

级的哲学框架。

3.1提升小学生审美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以我实践期间采样为例，在课程上放映主流所接受的新潮审

美的图片，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生的审美价值观。而学生通过

自己日常接触甚少的新鲜图像及颜色，从中找寻灵感，激发创作

欲。在教师的引导下，形成懂得欣赏的思维，通过欣赏事物扩充

自己的知识量，长此以往的训练中，汲取自己所需的营养，形成

自己的独立欣赏观点和独立创作思维。

3.2提升小学生审美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在传统思维中1+1=2，有且只能=2，即A 点到B 点，这毋

庸置疑在逻辑公式里是正确的。而艺术更多是打破常规去看待事

物，通过不同的角度看到事物发展的规律，达到透过现象看本

质的层面。而审美教育的提升则会让学生了解到事物的本质，

从而更加灵活的运用事物，使从A 点可以延伸至D 点，而不是

单纯的A到B。思考事物时候的思路可以更加宽阔，而不是拘泥

于某个局部。

3.3提升小学生审美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全面素质发展

全面素质发展要求教师关注学生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单一

的、片面的角度。但是教师只能起到引导的作用，想要从根本

上发展全面健全行人格，还是要从学生自己的角度出发，让学

生的内循环起到主导作用。在审美教育中，除去专业教育，也

要育人，学生通过审美的提高，使自身的哲学思想提高，而哲

学总是可以贯穿至整个人的内外之中。通过哲学的熏染，可以

使学生建立起相应的意识，更有利于推动全面素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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