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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儿童成长 文化浸润心灵
——基于提高小学生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思考

梁　娟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美术属于艺术门类的一种，文化当中的韵味十分浓厚。结合美术在以往教学的情况来看，美术教育作为提升综合素质的一

门课程，在绘画技巧技能方面的学习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却对其文化滋养和传导作用不够重视，几年前，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出，更让大

家深刻反思课堂教学的现状。在儿童成长的过程当中，作为美术教师应该营造和创设文化氛围，帮助儿童能够于文化实际情境当中对美

术予以认识并展开相关学习活动，让儿童真正的学会用艺术的形式来表达文化带来的美感。

关键词：文化滋养；教学 ；核心素养

结合人民美术出版社在近期出版的《尹少淳谈美术教育》一

书，对美术学科核心素养是这样描述的：“依托于修订专业工作组，

在反复思考和深入研讨之后，把美术学科核心素养归纳为以下几

点：一是文化理解，二是图像识读，三是创新实践，四是审美判断，

五是美术表现。”此些核心素养的意义各不相同，但表现出一定

的交集。提出了此些核心素养，同时代发展的趋势相符合，同国

际教育的发展前进潮流相符合。但学生自身的素养离不开文化空

间。

关于文化的经典定义，英国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是这样

界定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

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任何才能和习性的复合体。”台湾作

家龙应台这样解释道：“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大陆学者易

中天这样解释道：“文化具体表现为人类进行生活以及发展的具

体方式。可以简化成‘活法’来概括。” 

根据自己的思考，我觉得文化是以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为核心

的“活法”。文化能够对人进行改变、塑造以及滋养。人在文化

方面的人格同其位于的文化空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结合学生自身

素养来说，不能脱离文化空间。文化方面的优质空间能够对素养

进行滋养。结合小学美术教育过程中，于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文

化浸润，我的思考如下。

一、营造艺术文化情境，提高审美判断能力

美术课程包含人文这一性质。美术方面的任何作品不会以孤

立形式存在，都是在一定的文化情境中创造出来的。应该在特定

的文化情境中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美术作品的内容。《美术课程

标准》中指出：“美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美术课程，学生了解

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

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并逐步形成热爱

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和尊重世界多元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 

本学期笔者任教高年级美术，为了不仅仅强调技能技法的学

习，不让美术课程陷入单薄、乏味的境地；更为了提高高年级学

生的欣赏评述能力和审美判断能力，开学初，笔者在每一个班级

里面建立了名画赏析站，准备从世界名画开始，让学生真正走近

画作，与大师近距离对话。这样的赏析不是由笔者来全权负责的，

而是将名画赏析站交给学生“打点”。他们在我的引导下分成四

人一小组，从笔者整理的世界名画中挑选自己想要赏析的作品。

小组成员自主分工合作，查找资料，制作幻灯片等，然后在课前

五分钟做分享。

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格尔尼卡》这幅作品，之前学生只知

道这是毕加索所作，也不太理解画面的内容。但通过学生分享的

创作背景，在一定的文化情境下感受《格尔尼卡》，大多数学生

都对这幅画产生了兴趣，并对毕加索有了由衷的钦佩。他们了解

到这是立体主义画派的代表作，是反对战争的历史最强音！了解

了这幅作品并没有描绘飞机轰炸的残酷场面，也没有正面出现法

西斯的狰狞面目，而是由黑、白、灰三色，七组符号化的形象组成，

虽然寥寥数笔，却寓意深刻。学生结合对相关作品视觉所感受到

的具体形象来予以赏析，对作者创作时所处的具体背景进行了解，

真正诠释了美术作品中所带来的精神震撼和隐含的美的因素。

创设名画赏析站这一个小小的平台，引导学生学会欣赏，将

美术作品与广泛的文化情境联系在一起，拓展了学生的人文视野，

使学生从美术作品中理解人类价值的不同取向、人类对自身尊严

的维护以及对正义的自由和追求。久而久之，也培养了学生独立

判断和赏析美术作品的能力。

二、运用优美文化语境，感受美术课堂魅力

笔者前一段时间结合信息技术手段在美术学科中的应用，执

教了《水墨改画》这一课。这一节课的导入环节，笔者用手绘板

选取毛笔工具画了柳树、房屋、水纹和远处的山，边画边引导学

生观察所运用的工具及方法，这一环节下来，显得平淡无奇，上

课的氛围也觉得温温的。听课老师给予这样的建议，画面在生动

的同时需要优美诗句的搭配，帮助学生能够于诗情画意的具体情

境当中，对画面的美予以感悟。于是，笔者再一次执教这一节课，

在画柳树的时候，就自然地说道：“老师在画柳树的时候，情不

自禁想到一句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孩子

们很快就接上了后面一句，同时也会让他们关联到更多有关柳树

的诗词。

在欣赏夏加尔的名作《故乡的梦》时，笔者也带着情感吟诵

了一首小诗：“小山村在月光的笼罩下，仿佛轻烟朦胧而上，小

木屋睁着惺忪的眼睛，嗅着挤奶姑娘手中的芳香，静静地静静地，

依偎着软软的草地。”诗十分简单精美，画面所表现出生动的内

容由学生深深体会并浮现于眼前，孩子感觉画面仿佛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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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画家深爱家乡的情感有更深的体会。

 教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语言无处不在，

优美的教学语言虽然可能只是营造了当时的文化情境，但是通过

日积月累，会让文化逐渐浸润孩子们的心灵，潜移默化影响学生

的美术素养。再回到美术课堂，当让学生再去欣赏作品时，他们

的语言就会更加丰富，会自主地唤醒自己对文化的思考。

三、拓展多元美术作品，培养创意实践能力

一节课在教学方面虽然表现出有限的内容，但能够帮助学生

激发出无限的创意以及探索学习的欲望。仍然回到《水墨改画》

这一节课，在课堂的最后，笔者分别出示了吴冠中的水墨画作品

和徐悲鸿的油画作品，引导学生了解“跨界”画家，感受艺术是

无界的。不仅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更让学生懂得尊重文化。

还记得前段时间有幸听了一位老师执教了《我爱的树木》这

节课，在课堂的拓展部分，让学生欣赏了林宗浣的诗配画以及吴

冠中和老树画画的作品，不仅点题，更为孩子打开了艺术世界的

大门。

学生能够对美术作品当中具体的方法以及创意予以借鉴，能

够依托于形象的思维以及大胆的形式予以想象，让美术方面创作

的作品表现出更强的创意。依托于拓展过程当中丰富的环节对学

生予以启发，依托于各种不同的方式对相关信息予以搜集，结合

相关信息予以思考并开展相关分析工作，联系生活当中的实际情

况，让构想具备更多的创意，帮助学生提升审美判断方面的能力，

所以教师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依托于作品帮助学生提升视觉感

受。   

 针对美术所开展的相关教育活动，需要帮助学生获得更强大

的创造能力，且不断提高创意实践层面的能力。在日后拥有更强

的创意、更高的品味以及更多的见识，就此些情况来说，实施美

术相关教学的过程当中，帮助学生培养以及提高美术方面的素养

才是重中之重。

四、变通课堂教学生成，提升美术表现能力

笔者在执教《手印、指印变变变》这节课中，让学生初步

感知手印的不同表现方式后，就放手让他们小组讨论，依托于

自主的形式对手印更多的表现形式予以探索，把每个小组代表

邀请到台上进行演示，对学生在能力方面的差异予以考虑，笔

者把孩子当中表现较弱的一些人叫到台上，他们以直接的形式

借助手掌以及握拳用手侧面留下印记，把这些留下手印的方式

作为基础，孩子当中灵活的群体把手背以及用拳头不同角度等

方式留下印记。

笔者予以示范就想着结合学生相关内容进行演示，同学生一

起进行示范。预设时，笔者自己想，单独的手掌，再添一些大小

不同且颜色不同的手指印就可以变成种着鲜花的小花盆，但是当

笔者提问：“同学们，在你们刚刚手印的基础上，你能添加其他

的手印方式或直接添加指印，把他们变成更有趣的形象吗？”

笔者听到的答案却是丰富多彩的：

“我觉得可以用小拇指的侧面印四只脚，指印印出头和尾巴，

勾线笔画出小眼睛和乌龟壳上的花纹，就可以变成有趣的小乌龟。”

“我觉得单独一个小手掌就像一片小荷叶，我可以用手指印

出小荷花，再添画些细节。”

“我会接着小手掌印一个完整的手印，指印印出眼睛，就像

一条可爱的小章鱼。”……

学生想到的答案让笔者忍不住想把掌声送给他们。当时笔者

就想，为什么非要示范预设的形象呢，变通一下，就用学生想到

的形象，孩子应该会更喜欢。他们心里也会觉得，原来作业并没

有那么复杂，手指印共同来做游戏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笔

者把印乌龟小脚的任务交给了学生，自己同时印了两个指印，一

个头一个尾巴，添画细节的机会也交给了孩子。

我们都知道，好的课堂，不是体现出老师的技能或技法有多

么厉害，而是学生从这一节课获得了什么，能力得到了怎样的提升。

学生精彩的发言让笔者及时收手，本来想自己完成的大部分示范，

后来大多数交给了孩子，给他们更多展示的机会，也让他们增强

了自信心。

五、整合丰富学科知识，增强学生文化素养

美术课程标准中指出：教师要坚持面向素质教育的教学观，

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把美术方面更多的创造空间以及吸引力赋

予学生，把活力以及更多的生机赋予学习过程当中。就此些情况

来说，我们可以把学科同学科之间存在的联系融合起来，让课程

相关内容表现出更多的综合性。

教学实际过程当中，对美术与音乐的整合，感受尤为深刻，

一年级的美术教学中有《画声音》，使视觉艺术同听觉艺术实现

了有机融合，学生在创作这一节课的作品时，教师运用不同的音

乐来激发学生的灵感，感受点、线、面以及色彩与音乐的碰撞。

美术与文学的联系也必不可少，欣赏中国画时，总有诗词的

搭配，就连《春天的色彩》这一课都能激发学生说上一连串的成语，

吟上几首优美的诗句，能提升学生的审美判断以及文化素养。

美术跟历史就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大部分美术课我们都

要“走进博物馆”，与历史对话，慢慢的发现教学也是一门“透”

的艺术，正是这种与历史与古人的对话，让学生对美术有着浓厚

的兴趣，知道了前因后果，才能让他们印象深刻，为更好地理解

奠定基础。

六、结语

文化拥有多元的属性，文化也拥有多层次的属性，文化同样

拥有多角度的属性，一节课同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联系十分密切。

小学美术教育不同于专业美术教育，需要在素质教育当中改善教

学观，为帮助学生在素质方面提供整体发展的优质服务，把本质

的工作投入到帮助学生进行发展的实际过程当中，帮助学生提升

想象创造、感知识读以及审美表现方面的实际能力，对创新精神

的培养投入更多的精力，对学生在全面以及个性方面的发展投入

更多的精力。小学美术教育中文化的滋养与浸润，能提高学生自

身的文化艺术修养，使学生更加适应社会对复合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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