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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美术教育视角下对小学生审美教育的思考
田滢钰

（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1）

【摘　要】20 世纪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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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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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本文关键词的分析

( 一 ) 现代美术教育

现代美术教育区别于传统美术教育，传统美术教育为模仿

式教学，即教师画一笔，学生学一笔。要求学生在摹本中找寻

正确的方向。现代美术教育则注重开发学生的创造性，要求教

师以鼓励的形式向学生传达正确的思想。更加注重教师与学生

之间的互动，要求教师以引导的方式使学生自己发掘学习的乐

趣。以摹本为辅，创作为主。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并学会如

何使用创造性思维。培养大批拥有独立创作思维的学生，推动

美术教育创新。

（二）创造性思维

通过现代美术教育，使学生拥有创造性思维，从而学会独

立思维，懂得如何创造新的事物。通过对美术的学习找到如何

创新的思路，并加以训练，在拥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后将创造性

思维融入潜意识。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加以运用，从而获得预期

的结果。

（三）美术教育结构

任何一门教育学科都有其学科本体与教育功能，二者相辅

相成，缺一不可称之为教育学科。而美术教育这一词，本体在前，

教育功能在后。艺术是哲学的衍生品而又独立于哲学，故而哲

学思维教育也是不可缺少的。我们不可以曲解美术教育，美术

是与逻辑本质最贴近的一门学科，也是最不可以用逻辑来衡量

的学科。采取多种方法多种方式最后达到预期的效果正是我们

美术所提倡的，也是我们创造性思维所倡导的。

（四）审美教育与小学生审美教育

审美教育隶属于美术教育内而又衍生出的分支，在美术教

育中，审美教育最能直击人心灵，使人由内而外的升华自我价值。

同时，审美教育的高度决定了哲学思维的基准，而哲学思维的

基准决定了审美的高度。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小学生审美教育主要围绕着如何开展创造性思维展开的，

将创造性思维形成独立的思考模式，从中创造新鲜的事物。开

拓学生眼界，开发学生大脑，提升学生个人修养。

二、现代美术教育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必要性与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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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寻求问题根源，本人于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中，在 2016

年 7 月份至 2018 年 11 月进行为期一年半的实践采样，得出以

下观点。

（一）现代美术教育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必要性

在一定体系的专业创意美术课程学习并实践的过程中我发

现，我们学习课程的学生，多半都是模仿式学习。模仿教师，

模仿其他学生，或模仿自己喜欢的图像。初期我们是很提倡采

用模仿式教学法，可是长期以往的模仿教学法会限制学生的思

维，潜移默化的使学生产生错误的认知——即模仿即正确。

长久的固定式教学法告诉我们，一道选择题里的 4 个选项

ABCD 只有一个选项是正确的，而这唯一的选项代表着现阶段相

对的绝对。可是文化是属于自由的，艺术在文化的滋润下也是

自由的，我们不能以常规的眼光去判断，或是圈划艺术的意义。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以忽略，我们所面向的艺术是处

于艺术教育之中的，这其中的界定线，就凸显了创造性思维的

重要性。

创造性思维符合当下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为

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思维基础，为我国发展人才强国战略添砖

加瓦。

（二）现代美术教育培养创造性思维具有独特性

比起具体数字形态表达，孩子更喜欢使用图像形态表达自

己的语言。 每个孩子都有初始思维，即自己最为原本的思维，

不受任何外界导向的自己的新生思维。我认为孩子的初始思维

通过绘画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种创造性思维的具象展现。

在长期固化思维之前，我们发掘孩子的初始思维，并加以开发，

使之成为惯性思维的一种，有效的利用主观能动性结合初始思

维并加以发挥，所得到的成果反馈是独一无二的。 

三、小学生审美教育与创造性思维

（一）创造性思维对小学生审美教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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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互联网的发展使我们通过不同的媒介接触产生信息共

享，我国不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与世界相连的一部分。同样，

信息共享，文化相连，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产生多样的效应。

少年强则国强，我们的教育同样也不能忽视与世界接轨。

自二战前后，国外接二连三的产生各类各式的绘画门派。

西方绘画以长远的学院派画风演变至今天的多元化画风，西方

的教育以传统为蓝本更为直接地向学生传达今天我们所知道的

现代主义。而在这之上的审美也随着教育的普及而整体水准保

持在一定的高度。同样，我们的学生字二战前后才开始接触西

方的传统绘画。以往中国画所表现的都是形而上的内容为主，

写实为辅，突然接受起来西方的体系难免会有些揠苗助长。可

是我们并不可以一味的把问题留给时间。近些年，一些在小学

美术实践前线的教育组织就已经颇有苗头，为我们找寻指引的

方向。

1. 引导学生懂得欣赏当代艺术作品

我们当前的学校课程仍然是以西方学院派的审美为主流，

将画面定格至一瞬，正所谓“画得越像就越好！”。而历史的

过往告诉我们，技术达到极致时，人们就会开始追寻思想的进程。

西方的艺术源于古希腊的哲学，所以在古希腊哲学的支持下，

西方的艺术在启点上也很高。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哲学思想是统

治着中国文化的，突然间接受西方的文明成果其实是有些脱轨

的。而目前也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证实中国哲学体系已经融合

了西方哲学体系并有一定的成果。同时，我们作为教师也不能

从根本上去改变这一客观事实，所以目前来讲，很多当代艺术

作品学生是无法理解从中的意义所在。这不免就会失去了一些

作品在教授时的初衷，而我们的学生更多的时候会效其师表，

教师不注重，学生也不会着重关注，无形之中进一步固化了思维。

2. 用创造性的思维去思考事物

在一年半的实践采样中，我常常会问孩子们这样的问题“你

认为什么东西是红色的？”大多数学生第一反应都是苹果、太阳、

草莓等具有标志性的物品。每逢此时，我内心又悲又喜，喜是

在于学生日常课业学习得很好，生活常识了解的很详细；悲是

在于思维僵化，才是 6、7 岁的孩童，思维却已经有很多创造力

都被杀死了。

很多时候，人的大脑会第一时间选择最贴切的答案，并第

一时间发出指令至我们的肌肉神经和声带神经。而创造性思维

正是打破常规，以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思维角度去思考同一个

事物。少有学生会在我提出这个问题后说出新鲜的回答，我也

听到了红色的剪刀，白雪公主的发带，西瓜等令人眼前一亮的

回答。我们所希望的正是通过对美术的学习达到这样一种思考

的方式，使大脑的思维变得活跃起来。

3. 懂得运用创造性思维进行表达

学到了创造性思维之后，我们还要对学生进行实际操作的

指导。在专业技法传授的同时，也要懂得如何使学生学会举一

反三。通过绘画反馈给大脑对创造性思维的思考内容，并在课

堂上反复加深对其的印象，从而达到潜意识对这件事的看法有

自己的认知，不同于规定式的答案。在生活实践中也会不经意

间使用创造性思维。

四、结束语

通过一年半的时间，对现代美术教育的实践与采样的研究

中可以得出，我国在对带美术教育中仍然存在着问题与不足。

沿着调查思路，我着重关注小学生审美教育的方向，从中发掘

现代美术教育的对小学生审美教育发展以及教育意义。深挖其

中的联系，寻找其中的不足并加以改正，为更好的课堂服务，

引导学生的思维走向创新的道路，形成更为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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