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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美术是艺术里面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支，开展与教育

相结合的作用发挥着十分重要的育人功能。并且充分使

用美术教育来进步学生的审美才能，陶冶情操，培育创

新思想，是美术教育进步的不断不停的源泉。尤其是实

施美育教育的养成的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学校美术教育，

美术课不再是单纯的一幅作品学生跟着画，也不是对事

物的简单客观模仿，更不是接受非常专业的美术知识，

而是学生可以自主的在生活中发现美、感受美、探索美

与表现美，自主入手实际感触美术实践行为带来的乐趣，

在欣赏美术作品中感悟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从而更自

主施展与发扬学校美术的教育作用。跟随时代的发展与

进步，基础根底开端以来随点滴流逝进入了中心素养期，

必须要进一步提高美术的教学水平以及教学质量，才能

够发挥出美术教学所起到的积极价值。美术作为中学学

科中的一个必备项目，对于塑造人的审美、传达美学的

享受以及在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培养起更好认识世界，

更好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才干，如何更准确地在美术

教学课程中造就中学生们的美术中心素养，必须要求教

师不断地去钻研研讨与探索探求。

二、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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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科学技术也得到了较高的发展，因此在美术教学

过程中，必须要关注到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改变，将

现代科学技术能够与美术教学做到有机的融合，进一步

推动美术教学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以及质量。在核心

素养方面也需要发挥出科学技术所具有的价值，通过各

种手段，例如绘图工具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美术，推

动学生能够提高对于美术的兴趣。将美术与科学技术联

合起来，从而推动美术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进一步增

强与学生生活的联系，让学生在实践生活中也能够培养

起有关美术的素养，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李艺明

（2017）认为在我国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教育面

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必须要对教育进行相应的调整，使

得教育的发展能够更加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推动教育

能够满足于时代的发展，让教育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投入于时代发展的浪潮之中，以此来推进社会的进一步

提升。而要想达到这一个目标，就需要发挥出核心素养

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将核心素养作出新的规定，将规

定与现实实际相结合，从而推动美术教学水平的进步以

及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陈海龙（2019）提出社会如今

对人才已经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在我国的传统教育理

念中提出人才需要具备非常充足的专业知识，而实际上

现在所强调的是一种多方面的人才，而要想让学生能够

多方面的提升，就需要让每一个课程都能够在学生的学

习生活中有所体现，让每一个课程都能发出应有的积极

价值。赵惠章（2019）认为无论在任何科目的教学之中，

都需要关注到学生的意见以及想法，在教师授课之后要

及时征求学生的意见，并且根据学生的意见来做出相应

的优化与完善。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将学生放到

主要的地位，而是采用一种单方面的输出，忽视与学生

产生积极互动的话，就会导致教学质量无法得到进一步

的提升，而现阶段的教学要求教师能够以学生为主导地

位，改变单方面的知识输出为一种双向的互动，这种互

动更能够推进教学质量的改变。冯春霞（2021）认为现

阶段对于学生已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不仅仅要具

备专业的素养及专业知识更要具备其他各方面的能力，

而这些能力是需要综合各种学科来培养的，因此单一的

只靠所谓的文化科目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是完全不够

的，需要发挥出所有科目的作用，才能够逐渐发展起学

生的各种能力。

三、研究方法

本节将介绍研究方法，包括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

工具。

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探讨的主要研究问题如下：

（1）探明初中美术以核心素养为主的教学存在的问

题。

（2）探究我国核心素养教育培养下的美术课堂与之

前存在何种差异。

（3）寻找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教学途径。

2.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选取的地区范围为山东省聊城市，选取的

学校为山东省聊城市某私立中学，其学校为聊城市私立

学校升学率与成绩合格率最高的一所中学，学校以注重

培养学生素质教育和各学科的核心素养为主，全面真实

的反映山东省聊城市初中美术学科培养学生学科素养的

教学现状。

3. 研究工具

本文选取的调查对象为聊城市某中学学生，共调查

了 150 人，本研究为抽样问卷调查，本研究的问卷共计

5 题，主要包括对概念、兴趣、想法、以及对课程的展

望程度等几个问题进行测试。在测试中，KMO 检定值为

0.886 累积解释变异量达 77.816%，具有构建效度，相应

的数据代入到这之中进行判断。量表计分方式利用李克

特五点尺度，填答（知道、了解、不清楚、会、了解、

不会）来衡量学生对于课程的了解程度。

四、结果分析与讨论

1. 初中美术教学现状

实际上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中，仍然存在着忽视美术

这类科目的现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学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学也要进行相应的改变，我国

现行的教育法案也作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能够发展学

生全面的素养，提高学生各种类型的能力，因此就要发

挥出每一个学科能够拥有的积极价值。美术作为其中的

一个科目，必须要起到应有的关注程度，发挥出美术的

积极作用，不仅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也能够

为学生带来美的享受，让学生能够提高自身的鉴赏能力。

但由于我国大部分的学校仍然没有转变以往的教学观念，

认为在教学中需要注重文化科目的教授，因此在学校所

开展的课程之中，会将文化课的时间进行拓展，甚至有

的学校会占用美术学科的时间，当美术学科的时间用于

文化课的教学之中，这种方法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观念

也要进行改变必须要推进教育观念，能够与现行的教育

方案相结合，能够与时代发展的要求相结合，对于学生

各方面能力都作出相应的培养，才能够提高教学质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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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学水平的提升。

在以往的教学观念中认为学生需要学习，文化科目，

并且所采用的教学方式往往是由教师来进行单方面的输

出，而没有注意到教师与学生之间应该营造出一个良好

的氛围，而且要有着一个良性的双向互动，因此随着我

国教育标准的不断改善，要求在美术课堂上，学生能够

作为课堂的主体来进行课程设置，教师在课堂上更多发

挥的是一个引导的作用，而非占据着一个主体的地位，

只有改变单向的知识输出为双向的互动，才能够推进美

术课程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才能够让该学科能够引起学

生的兴趣，让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于学习中。

初中教学在整个教学时期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

时期，对于学生来说，也正是思维最活跃的时期。随着

新课程改革的实施，初中美术教学引起了大部分老师与

家长的关注，它不仅仅是教学里面的一门必修课，也是

通过美术提高学生各方面素养的重要有效途径之一，对

于美术核心素养的培养还存在许多不足，教师对于课堂

上课方式的单一化，不注重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灵动化，

不利于学生的观察能力与创造表现力的提升，忽视了美

术教学应该有的特征。针对这一现象，引起了很多老师

的注意，通过具体的行动来改变这一不足之处。

表4.1　初中美术教学内容分布表

年级

项目

美术

作品

美术

活动

艺术家

作品

教学

过程

工具

材料

实物

摄影

六年级

上册

数量 68 8 37 32 13 58

百分比 30.87% 3.68% 17.50% 15.20% 5.98% 26.72%

六年级

下册

数量 32 20 19 23 4 65

百分比 19.25% 12.64% 11.46% 14.54% 2.40% 19.78%

七年级

上册

数量 12 2 15 65 2 38

百分比 9.71% 0.76% 10.40% 49.25% 1.28% 28.35%

七年级

下册

数量 11 1 23 46 5 52

百分比 7.97% 1.45% 15.95% 33.34% 4.33% 36.96%

八年级

上册

数量 8 2 22 46 5 50

百分比 4.72% 0.2% 32.36% 19.75% 2.20% 38.03%

八年级

下册

数量 8 0 30 41 9 72

百分比 4.71% 0% 17.06% 24.70% 4.81% 42.56%

九年级

上册

数量 8 0 79 30 0 45

百分比 4.94% 0% 48.86% 18.50% 0% 27.56%

九年级

下册

数量 5 14 63 15 4 24

百分比 4.94% 1.037% 54.08% 11.11% 2.95% 17.87%

总计
数量 152 47 346 283 42 404

百分比 12.02% 3.87% 24.45% 22.16% 3.16% 32.36%

由表 4.1 可以看出，初中美术内容中学生作品占比

开始下降，由六年级下册的 19.2%，下降到七年级上册

的 9.71%，而在九年级下册中只有 5 幅学生作品，仅占

4.94%。与此相反，艺术家作品所占比重大幅度上升，由

六年级上册的 17.5% 上升到九年级上册的 48.86%，有利

于增强学生对于该学科的兴趣，发挥出学生的积极性与

主动性。由图 4.1 可以看出，总体上实物摄影在初中美术

内容中所占的比重最高。

A、美术作品　B、美术活动　C、教学过程　D、

艺术家作品　E、工具材料　F、实物摄影

图4.1　各类别所占美术核心素养的百分比图

2. 初中美术素养调查

关于对视觉素养概念的了解程度，其中只有 10% 左

右的人认为有所了解，有 60% 共 90 人选择了模糊；有

29.19% 共 44 人选择了不知道。

图4.2　学生对素养概念的了解程度图

关于通过美术课堂对提高美术素养的关系，调查结

果显示，被调查的学生中有 62% 共 93 人选择了能；有

35% 共 52 人选择了不清楚；有 3% 共 4 人选择了不能。

图4.3　学生对美术课堂提高美术素养的认可程度图

关于通过画面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感情，调查结

果显示，被调查的学生中有 70% 共 105 人选择了会；有

20% 共 30 人选择了偶尔会；有 10% 共 15 人选择了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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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学生通过画面表达自己想法的程度图

关于学生听到根据要求画作品时，先选择自己创作

还是搜索，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学生中有 45% 共 68

人选择了创作；有 55% 共 82 人选择了搜索。

图4.5　学生自我创作绘画作品的程度

由以上结果可知：关于对视觉素养概念的了解程度

可以了解到，学生对于美术素养的提升意识并不高，甚

至部分同学对于美术素养的概念都了解甚少，可见平常

教学课堂中对于美术素养提升的不重视。关于通过美术

课堂对提高美术素养的关系可以了解到，同学们对于课

堂上提高美术素养的认可还是比较高的，由此可见学生

在课堂上转变课堂方式，对于美术素养的提升还是起支

持信任的态度，关于通过画面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感情

可以了解到，同学们对于作品意识的表达还是有一定人

数的，尽管缺乏了美术素养的重视，但是他们冷然具备

表达作品展示的能力。关于学生听到根据要求画作品时，

先选择自己创作还是搜索可以了解到，有一部分同学的

自我创造力是有的，但是还有多部分是缺乏自我创造力

的，在美术素养的培养方面有待提升。

3. 讨论

以核心素养为目标，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是

美术作为艺术类课程之一的要点，能够有效的让学生从

各方面来提高自身的素养以及技能，通过美术的学习让

学生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去发现其中所蕴含的美好，激

发思想创造力，较轻松掌握课程要点，提高对艺术的理

解力与分析能力，彰显美术学科的价值，提高教学效率。

打开美术课堂的刻板印象，打破美术课堂的局限性，明

确美术素养培养的终极目标，帮助学生通过美术的学习

提高各方面能力、创造力与想象力。

为提高核心素养的培养，要通过两大方面提升转变。

第一，转变教学思想

转变教学思想，才有可能从根本改变大家对于美术

课堂的刻板印象，美术是一门需要长期学习并且需要基

本功的科目，它对于学生的艺术修养、以及鉴定自我审

美意识有着质的影响，为使学生的审美意识得到有效进

步，需要教育者从根本转变教学思想，抛弃单一化、从

单方面的知识输出改变为双向的互动，推动学生积极主

动参与及教学之中，打开学生兴趣，培养学生观察力、

洞察力与形象塑造力。

第二，改进教学形式

抛弃“种形式，轻实质”的教学理念，美术课堂形

式应该是多元化的，想法不同的碰撞与感受的不同体会，

对个人所带来的影响不同。最终呈现出来的美术作品应代

表个人风格特征，在教学形式单一的情况下，美术作品缺

少灵动性，缺少创造性，个人能力没有得到提升与挖掘。

更要抛弃“重技术，轻艺术”的问题，对于美术课

堂来书，技艺的提升是必要的，但是过于关注技艺而忽

略对于艺术性的创造，更不利于学生对于美术素养的提

升，要合理启迪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挖掘艺术性所

带来的延展与各种能力的提升。

五、建议

素质教育作为外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被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发展趋势越来越好，我国教学标

准的进一步改变有利于适应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有利

于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促进中学生发展阶段的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其中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对于

美术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的提升，要求能够发挥出其对

于学生素质培养的积极作用。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我国的教育水平以及

质量也在不断的进步，因此为了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需

要，要对教学标准进行相应的完善，使得教学能够更加

适应于时代的需要，能够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当今的

教学标准所强调的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对于各

个学科都应该起到应有的重视，当今社会已不局限于知

识传授为主体，要求能够在课堂教学中改变单方面的知

识输出为一种双向的互动，让学生能够积极主动投入于

课堂之中，创新教学思维，教师也必须要不断地探索新

型的美术教学方式，推动教学能够符合时代发展需要。

因此，中学美术实践性课堂教学中应发挥美学科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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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点，结合学生发展规律，设置活泼多变的教学活动，

把美术知识与现实生活相连接，将所学习到的美术知识

特别是审美能力，能够运用于实践之中，多层次的实现

培养全方面符合社会发展的有用人才。单元教学设计的

提出为美术教学设置的提供了全新的教学模式，把单元

化教学设计运用到初中美术教学设计中不仅意义重大，

而且具有可行性。在美术课程中，主要探讨在教学目标

的基础上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将现有资源投入于课程教

学之中，发挥出这些资源更大的价值，通过现行美术课

堂，能够进一步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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