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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美术教学中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途径

李　佩

合肥市翠庭园小学　安徽合肥　230000

摘　要：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改革也在逐渐深化，艺术课程标准中的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业实践、文化

理解成为艺术新课表的核心素养四个方面。小学阶段的美术课程以其生动活泼的特性，运用不同方式引导学生感受美、欣

赏美、表现美、创造美，促进学生利用美术媒介表达自己的想法，越来越受到重视。美术教学的根本宗旨并非使每位学生

成为艺术领域的巨匠，而是致力于培养他们的基本艺术素养，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在小学美术教学中，教师应重

视学生艺术核心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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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阶段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至关重要，尤其是在

艺术领域，提升学生的艺术核心素养是美育的一项重要任

务。因此，针对小学生的美术教育不仅是技能的传授，更

重要的是实现对他们艺术核心素养的培养。尹少淳教授说：

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部分。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美

术课程承担着塑造学生艺术核心素养的关键角色，这一点

在美术教学目标的设定中尤为明显。基于此，本文针对小

学美术教学中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途径展开详细分析。

1. 利用生活素材，重视艺术体验

艺术源于生活，归于生活。美术这门艺术学科深植于

生活的土壤，从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中汲取灵感。因此，

在开展小学美术教学时，教师必须将课程内容与生活实际

紧密相连，提炼出课程的重难点和大观念，利用生活本身

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在日

常生活中观察美、感受美、发现美，并学会表达美，从而

使他们对美术作品的理解更加深刻，提高他们的艺术核心

素养，达到我们的教学目标。在这方面，教师应让学生认

识到美术虽然源于生活，却在不断地超越生活，通过提炼

生活元素反映更深刻的艺术价值。将生活场景作为美术学

习的切入点，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美术的深层次含义，也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表达个人看法的平台，鼓励他们发散想

象力和创造力。例如，在教学“变垃圾为宝”这一主题时，

这个课题的大观念就是倡导一种环保和创新理念，美化生

活的目标。在这一教学活动中，学生需要思考日常生活中

被视为垃圾的物品再利用的价值，比如如何将碎玻璃、废

电池、废纸等转化为有用的新产品。过程中，学生不仅需

要学会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待看似无用的物品，而且促进他

们思维方式的转变。教师结合生活实例进行教学，能够有

效地帮助学生树立多角度审视问题的思维模式。在探索如

何变废为宝的过程中，学生自然而然地提高了解决问题的

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在美术学习中至关重要，也是学生生

活和未来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技能。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学

习解决问题的能力。

2. 强化创新思维，突出课程综合

在小学美术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至关重要。

这要求教育工作者深刻认识到，传统的教学方法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学生思维的自由发展，过于强调教师的主导作

用，往往使学生在掌握美术技巧的同时失去了探索和实践

的空间，无形中削弱了他们的创造潜力。为了有效激发学

生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方法的创新尤为重要。具体到美术

课堂，教师应采用引导而非直接讲授的方式，鼓励学生主

动思考，表达个人观点，通过实践活动来深化技能的掌握。

以“大嘴怪”的课程教学为例，教师介绍了吹塑纸版画的

具体技巧，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

物改造成具有个性创意的“大嘴怪”。在这一教学活动中，

学生自由想象，思考什么样的事物可以变为一个有趣的“大

嘴怪”。当学生拿起画笔，从一朵花到一个盒子，各式各

样的创意纷纷涌现，每个“大嘴怪”都蕴含着学生独特的

创意。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让学生在美术创作过程中享受到

自主发挥的乐趣，也在无形中锻炼了他们的观察力、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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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创造力。教师在课堂上创设自由表达的环境，肯定每

个学生的表现，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这对于提升学生的

积极性极为关键。通过这样的教学策略，学生不仅能够学

习到相应的美术知识，更重要的是培育了看待问题的多视

角，以及解决问题的创新思维。总之，对美术教学方法进

行革新，教师从课堂的主导者转变为学生探索过程中的引

导者，不仅能够为学生创造更多自我表达的机会，而且能

够有效提升他们的美术核心素养。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

每一次尝试都是对其创造力的一次挑战，这将极大地促进

他们综合素质的发展，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 培养审美习惯，增强文化理解

审美能力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个体

对美的感知、鉴赏和评价能力。在小学阶段培养学生的审

美习惯是十分必要的，这既是对美术教育的要求，也是学

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方面。美术教师在课堂上承担着引

导学生探索美、感悟美、创造美的重要任务，通过有计划、

有目标的活动引导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审美能力。以“威武

的盾牌”课程为例，在介绍古代盾牌背景知识的同时，教

师可以引导学生探讨盾牌的美学价值，如盾牌的形式美、

装饰图案的美感等，这样的探讨不仅关注物体的表面，更

重要的是引导学生思考这些盾牌背后的历史、文化和情感

价值。在进行审美活动的过程中，学生首先需要学会如何

观察，了解盾牌的功能及其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并

设计自己的盾牌，体验美术创作的乐趣，在实践中学习如

何表达自己对威武、勇敢等抽象概念的理解。其次，教师

的引导至关重要，他们可以提出启发性的问题，比如“盾

牌中的哪些元素让你感受到了‘威武’？”“你如何通过

装饰图案来表达盾牌的美感？”引导学生发掘盾牌的美学

特质，并鼓励学生运用自己的想象创作出独具特色的作品。

通过对盾牌的历史背景、文化价值的了解，学生可以更深

刻地认识到美术作品背后的思想，这种认识不仅丰富了学

生的知识体系，而且提高了他们的审美品位，增强了学生

对美的敏感度。提升学生文化理解能力的同时，也丰富了

学生的知识面。教师可以利用盾牌这一实例，展示如何将

美术与历史、文化相结合，让学生在细致入微的观察中体

验到审美的乐趣，进而逐步形成自觉的审美习惯。精心设

计的美术教学活动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意，还能够有效

地促进学生审美素养的提升。

综上所述，培育艺术核心素养是小学美术教学的核心

使命和首要职责。本文对现行的小学美术教学情况进行深

入梳理，揭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教学内容陈旧、教

学方法单一以及缺乏对学生个性的培养等，这些问题的存

在不仅阻碍了美术教育本身的发展，而且降低了学生对美

术学科的兴趣。教师要深刻认识到当前小学美术教学面临

的挑战，采取有效的教学策略，创新教学方法，开展有效

评价，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以大幅提升教学

效果，有效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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