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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念”在初中美术“设计·应用”学习领域的运用

——以《名画扮演秀海报设计》一课为例

赵 楠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附属松江花园校区 上海 200000

【摘 要】：大概念是近几年的热门学术研究话题，在此之前，一线教师层面很少讨论此问题。大概念教学可以扩充知识量，

也可以促进知识的应用。名画扮演秀是本研究者将名画教学在日常课堂中应用较多，通过在美术社团教学中，让学生通过经

典名画扮演的方式呈现课堂之中，名画扮演效果成效不错，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美术核心素养，希望名画扮演有更深度的教学

研究，期待这种教学模式能够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美术课堂，学生成为学习的控制者。对名画进行再次联想创作，包括

人物、风景、与本土文化结合等，从而提升学生欣赏名画和生创意表现的能力，最终提高学生审美与创意的能力，明确基于

大概念在初中美术“设计·应用”学习领域的运用教学实践作用和意义，提升学生的美术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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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教学困惑

中学生造型基础薄弱，具备一定观察、独立思考和分析

问题能力，在日常的美术课程中，学习与平面设计相关内容，

学生对设计课相对比较感兴趣。综合看来，学生知识与技能

储备能够承担海报设计的学习，也为更深层次深度学习提供

可能性。海报设计是学生感兴趣的课程，容易让学生产生联

想，选择名画扮演秀容易激发学生制作海报的动力，运用剪、

拼、贴、画的形式降低海报制作难度，便于学生进行创作。

2 从大概念角度思考分析

2.1 何谓“大概念”

在 21世纪后，基础教育阶段中“整合”已经成为美术

课程改革的重要核心理念。在 2009年国际美术教育专家研

讨会中，来自世界各地的美术家、教育家们讨论选择出了 14

个交叉学科概念作为整合的美术知识大概念。大概念的教学

是在教学中总结教学困惑，确定基本问题，教学课程指向大

概念，帮助学生理解美术大概念，最后以在教学结果中体现

相应的具体事实、态度实现。美国著名的概念课程研究专家，

林恩·埃里克森（H.Lynn Erickson）对如何指导课程设计提出

相关知识结构关系，选定原理概念，筛选出下属概念、主题、

让学生认识课本里的知识结构图，最终形成完整的理论体

系。大概念是学科的总的概括和方向，把握本部分内容中涉

及的众多小概念，指引学科本位支撑相应大概念的学科事

实，逐级列出美术知识的位次关系，面向学生，让学生学习

本学科知识，从而面向生活解决实际问题。

2.2 何谓“设计·应用”学习领域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 年版）提出，“设计·应

用”学习领域是指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围绕一定的

目的和用途进行设计与制作，传递与交流信息，改善环境与

生活，逐步形成设计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学习领域。

2.3分析与思考

海报设计是学生绘画视觉思维的展现应用，大脑从外界

获取信息主要是通过视觉，一个完整的视觉思维过程是通过

视觉形象来想象并观察，最后用视觉形象的方式来表达和创

造。阿恩海姆认为：“视觉形象永远不是对感性材料的机械

复制，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创造性的把握。因此视觉完完全是

一种积极的活动。并且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在海报设计中，

学生通过对海报的了解在教师的干预下，认识海报的版式，

并选择版式对海报元素进行重组，在此基础上进行头脑风

暴，海报进行有创意的添加、替换，从而带来视觉上的感官

刺激。其次，教师要从庞大的知识体系中选择合适的内容进

行教学。合适的内容是指学生能根据情境，生发具有共鸣的

问题，能具体化迁移到现实生活中的高位知识，也就是“大

概念”。最后，教师要运用教学策略将这些知识做有深度且

有趣的教学呈现，可以按照时间线进行自身纵向的对比，也

可以和其他艺术形式进行横向对比。布置多样的任务要求，

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各取所需。

3 基于“大概念”视角下的初中美术教学实践探究

——以《名画扮演秀海报设计》一课为例

3.1提炼“大概念”

大概念”决定课程的主题，这一环节是开端也是关键。

“大概念”的提炼可以从学科本位出发，选择上位的视觉艺

术语言，如色彩、造型、线条、明暗、肌理这类艺术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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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选择虚实、韵律、对称、平衡、对比这类形式法则。

学科类“大概念”偏重构成技巧和表现方法方面的培养，有

助于提高学生对美的感知力以及基础造型能力，便于更好地

欣赏、创作、评论美术作业。社会类“大概念”则可以从艺

术家生平、历史、哲学、自然现象、社会活动等提取学生关

注的人生议题，如理想、现实、创意等。或是能够参与其中

的人类议题，如环保、生命、未来等。

3.2 学科类“大概念”---海报设计

通过大概念的课程学习，让学生了解版式、理解版式、

运用版式对海报进行设计，通过对海报设计的学习，了解海

报设计的基本元素包括文字、图案、色彩，表达海报设计的

意图，培养学生的设计思维，学习海报设计的方法。让学生

知道海报设计的基本元素，了解海报设计的版式，选择恰当

的构图版式，设计出有创意的主题海报。在观察与交流的过

程中，认识海报设计的版式的构图规律；在探究与尝试的过

程中，运用添加、替换的制作方法让海报设计有创意；传递

校园文化，初步感受海报的形式美感，体验构思过程中的创

意乐趣，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

3.3 社会类“大概念”----海报设计构思

海报设计简洁、吸睛的优点纵使一大批国内外优秀设计

师置身于此，并不断研究创新，探索新的灵感用于自己的设

计之中。借用和模仿儿童绘画的思维方式用于海报设计中，

无疑是一种新理念、新思路。在海报设计中，学生通过对国

外名画《抱银鼠的女子》、《吹短笛的男孩》、《带珍珠耳

环的少女》和中国经典名画《父亲》、《京剧经典人物》等，

让学生从名画走进生活，教师创设情境，让学生在海报设计

中，了解现实生活中美好，优越的和平环境，通过人物画了

解父爱如山，感受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将课堂中的知识，创造性的运用到生活中，从而提高学生的

美术核心素养。

3.4 教学重点＋教学难点

（1）教学重点：海报设计的基本版式。

（2）教学难点：海报设计中的思维和创意。

3.5 教学过程

3.5.1 欣赏与交流

欣赏教师名画走秀及海报设计。

教师装扮成名画中的人物进入教室，ppt 呈现名画秀扮

演秀海报设计。

引出课题：《名画扮演秀海报设计》。

设计意图：通过欣赏教师的表演，帮助学生创设名画情

境，激发学生学习海报设计的兴趣，明确学习任务，揭示课

题。

3.5.2尝试与讨论

探究一：学生通过欣赏海报，初步体验海报的视觉感受，

尝试比较不同版式，感受海报设计不同元素的组合关系，尝

试借助字母记忆版式，得出海报版式：水平版式（稳定、平

静的视觉感受）；斜置版式（对抗、活泼的感觉视觉感受）；

曲线版式（动感、延伸的视觉感受）。（如图 1、2、3）

图 1 图 2 图 3

设计意图：学生体验海报设计的视觉感受，归纳版式，

发现水平版式（字母 I）、斜置版式（字母 X)、曲线版式（字

母 S），形成对版式多样性的初步认识。

3.5.3分析与探究

探究一：学生通过版式的练习，重新理解画面中描绘对

象之间的关系，解读海报构思寓意。

探究二：学生通过比较的方法，去发现海报设计中添加、

替换的方法，提升海报设计的创意。

教师带领学生探索。（如图 4、5）

图 4 图 5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海报设计构思，在版式的基础上体

验替换、添加的方法，巧妙的进行海报设计创意。

3.5.4示范与实践

教师示范：教师根据名画扮演进行海报的设计与制作。

学生练习内容：

为名画扮演秀设计一张海报，四人小组合作，完成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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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海报设计作品，学生练习要求：版式多样有变化，构思

新颖有创意。

设计意图：观看教师示范，明确作业要求，合理分工，

根据作业要求巡回指导，帮助学生进行海报设计。

3.5.5 展示与评价

作品展示：展示学生作品，交流制作感受。

评价要求：版式是否多样有变化，构思是否新颖有创意。

（如图 6、7）

图 6 图 7

设计意图：鼓励学生根据海报设计要求自评与互评。深

入理解海报设计内涵。

3.5.6 拓展与延伸

欣赏不同版式的海报。（如图 8、9、10）

图 8 图 9 图 10

设计意图：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海报版式，培养学生创新

意识，拓展海报设计思维。

4 课堂反思

4.1融入大概念教学，贴近学生生活

在日常教学中，教学设计将大概念作为教学理念，在课

堂中确定海报设计的基本问题，美术课程指向大概念，利用

大概念的理念，帮助学生理解海报设计的构思创意，在教学

中学生通过课后对经典名画进行扮演，根据名画扮演的图

片，融入真实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发现生活中的真实情感，

进一步深入学习，挖掘更深刻的人文内涵，最后完成一张有

创意的海报设计。

4.2围绕创意教学，提高学生思维

《名画扮演秀海报设计》本课源自九年义务教育少儿版

七年级第一学期（试用本）中《策划校园文化活动》一课，

原教材以校园活动策划为主线，加以平面设计、布展等视觉

传达设计为教学内容。本课教学内容与本校学生实际教学结

合，教学设计紧扣单元重点，教学内容根据名画扮演秀制作

一张海报设计，注重教学内容的理解与运用，让学生建立创

意海报设计的意识，进一步拓展学生视觉传达设计的综合实

践能力。在查阅了很多资料和反复的琢磨思考后，我重新制

作海报设计，同时还大胆的进行尝试练习，让学生从中体验

海报设计的视觉感受，找寻对应字母，摆出相对版式，根据

海报设计构思，体验添加、替换的方法，巧妙的制作一张海

报设计。这样的安排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会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变被动为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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