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总第 223 期） 

1562 

教育科研 

初中人教版美术教材中“设计•应用”相关内容分析 
◆魏子怡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省西安市  710119） 

摘要：创新是这个高速发展时代中至关重要的话题，在中华传统文化的

深深影响下我们倍感自豪与荣幸。但要在传统思维下为创新开辟“一条

路”，可谓要下足“功夫”。而美术教育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创新思维培养

的重要途径，而在美术这个大家庭中设计被认为没有创新的设计就等同

没有生命的设计。而本文研究也根据美术课程标准的引导并且运用定性、

定量以及文献研究的方法，对初中人教版美术教材中“设计•应用”相关

内容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旨为以推动学校“设计•应用”相关课程

更加有益的进行，同样希望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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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项目研究的必要性 
首先要提关于创新，创新本身是这个新时代的主题：创新是

一个国家不落后于其他国家必要发展条件也是其生存的基础。在
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公民的创新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美国最负盛名的管理学大师就曾说过；“要么创新，要么死亡”。 

然而为什么在美术教育中提创新？论述在美术教学中提创
新的必要性：不得不提的是美术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
径；美术教育有益于学生创造意识的形成，美术教学的氛围是自
由且宽松的，自由也正是创造活动的显著特征之一，在无压的学
习环境下更有益于学生自主发挥，学生依据自己的个性和喜好，
创造出不同的属于自己独有的美术作品；而且美术活动是一个完
整的过程，从构思设想再实施，在这活动中个人主导整个过程，
因而具有较大主管能动性，这也同样利于创造力的发展；还有美
术教学为学生提供多维模式，因为美术教育有利于直觉思维和形
象思维的培育。有研究认思维具有三个特征：即非逻辑型、思维
过程中断性和“智力图像”性，直觉最典型的形式就是“艺术”，
直觉是一种对事物第一感觉与整体性的把握，所以美术教育自然
而然成为训练直觉最合适的方法。（引自义务教育美术课标解读）
还有一点要提的是艺术总是以形象诉诸于他人，视觉感知也是观
者接收美术作品的主要手段，因为具有形象性的特点所以美术教
育也是培育学生形象思维的重要方式。（3）美术教学为学生提供
创造的技能，创新思维需要创造技能将其付诸于现实，美术教育
的学习其中也包括技能的学习，让学生将自己的个人想法能够表
达出来，最著名的例子莫非就是达芬奇了，众所周知他是一个优
秀的全才，他不仅在杰出的画家还是工程师建筑师制图师数学家
解剖学家等等，他相关的手稿各种精细的设计都让人瞠目结舌。 

设计与创新有着很深的渊源，设计本身就是以创新作为生命
源泉的，没有创新的设计是没有生命的创新。因而设计教学在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方面的空间更大，不仅因为这种创新能力是艺
术性的创新能力，而且更是与人类广泛的创造活动发生联系的一
种创新能力。设计与创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设计好“设计”领域方面的学习是很有必要的。 

设计的学习也有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核心素养是指在
特定情境中，通过利用和调动心理社会资源（包括技能和态度），
以满足复杂需要能力。（引自高中美术课标解读）设计是指人类
改变原有事物，使其变化、增益、更新、发展的创造性活动。设
计是构思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它设计人类一切有目的的价值创造
活动。（引自义务教育美术课标解读）因为二者都是在某一问题
情境下，针对问题构思解决的过程，因为是过程性的活动那么都
有益于提高学生应对事物的综合能力。 

总之美术教育需要重视“设计•应用”领域的学习。 
二、分析课标中的设计与应用 

教材的开发主要就是依据课程标准编写的，所以无论是对教
材的编写还是分析都需要仔细研读课程目标的要求。本文也是以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 年版）如图（0-1）为引导，在此
中针特别对“设计•应用”学习领域的说明部分进行细致的分析。
从“设计•应用”学习领域的说明部分来看主要分为，第一部分
定义：“设计与应用”学习领域是指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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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部分分类 1.现代设计的理念与方法 2.传统工艺的思想、制作手
段与方法。第三部分目的：以形成学生的设计意识和提高动手能
力为目的。第四部分教学内容的选择：贴近生活，关注环境与生
态，突出应用性、审美性和趣味性，使学生始终保持浓厚学习兴
趣和创作欲望。 

（0-1） 
三、关于人教版教材中设计相关课程分析 
本文在此特借杨文哲《中小学美术＂设计？应用＂学习领域

有效教学探究》中的调查研究，其中根据对教师调查显示图（1-1）
分析３０．８％的教师认为材料的选择和学校资源的限制最影
响＂设计•应用＂学习领域的教学效果和目标达成；还有２
３．１％的教师认为学生的思维方式最影响教学效果；还有１
５．４％的教师认为是教材不够理想。由此可见，在该领域的教
学中学校的资源和材料的选择让大部分教师感到为难，认为是该
领域教学目标难达成的主要原因；对如何转变学生思维方式也感
到较困难；教材的局限对该领域教学的影响相对较小，也有教师
认为这四个因素都不同程度的影响教学效果（图文均引自杨文哲
《中小学美术＂设计？应用＂学习领域有效教学探究》） 

（1-1） 
可以看出教材问题也是导致＂设计•应用＂学习领域的教学

效果和目标达成并不令人满意的原因之一。而此论文也正是对教
材进行一定的考究与分析，所以笔者举例对人教版教材中“设计
•应用”相关课程进行分析，首先对“设计•应用”相关课程进行
定性研究（如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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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根据以上图示的进行分析并且以美术课程标准为引导，以下

对初中人教版教材中设计相关课程做出总结。 
首先针对以上的资料，教材中关于设计的类型做到了多种多

样，平面设计，立体设计和电脑美术设计,这大大丰富了学生的
认知并且有益于学生的多项发展。但是存在有课程分布不均衡的
现象，就电脑美术设计来说，它只有出现在九年级下册的第三单
元第三节课，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是否有必要实质性发挥会联网的
特性呢？而不是只是象征性的出现。 

接下来根据课标要求说：教学内容的选择应贴近学生的实际
生活，密切联系社会生活。而上图中有关对于是否与学生生活有
关，可以看出来是有相关性的。但是 21 世纪学生生活相对于以
前学生更加丰富，课程内容的设置是否能更加跟随新时代学生的
生活发展，这样学生也会更加感兴趣。 

再看上述的表格大多学生的作业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应用。设
计本身就是实用性艺术，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审美性与实用性并
存，这也是它不同于其他艺术最大的特点。我认为只有年长者发
自内心鼓励的学生的每一次作业就是一件作品，课程设置指向性
的明确指出将会被运用。相信他们才有更大的信心将作业做的更
好，每一个学生都希望被认可，而不仅仅只是形式主义。 

还有关于材料的选择和学校资源的限制最影响“设计•应用”
学习领域的教学效果和目标达成，本篇论文只从教科书方面给予
以一定程度上的建议，认为可以根据每门课程的需要，课前建议
需要准备的材料。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工艺与现在设计的课程分化明显，尤
其传统工艺集中出现了九年级整个第四单元。传统文化传承精神
是否应该当做学生的一种意识培养，而不是只是了解纯粹的传统
工艺知识？还有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没有完全充分发挥，有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没有借现代科技将其魅力完美传达。 

四、对教材改进的建议 
根据以上的内容分析与总结，笔者为推动学校“设计•应用”

相关课程更加有益的进行，以及一定程度上促进学生创意思维的
发展。提出以下六点建议： 

第一点建议：在每一年级都添加一次关于电脑绘画设计的课
程。例如：七年级欣赏他们所看的动画与漫威电影背后制作历程，
现代美术科技工作者的伟大与艰辛。八年级可以感受电脑平面绘
图的魅力。因为现在的设计已经全部走向的电脑绘图时代，是让
学生打开眼界。 

第二点建议：现在课程都是以单位形式出现，可以在每单元
最后面建议能用到学生所做作品的活动。活动的开展会增强学生
的学习兴趣，并能全方面的发展学生综合能力，并且能将学生作
品得到应用，也提高学生做作业的认真程度。 

第三点建议：课程在需要的前提下在每节课开头导学部分的
旁边标注，让学生准备力所能及的材料。 

第四点建议：将传统工艺课分布在每一本书里，不应该将单
元形式成为束缚，循序渐进的设置每本书的传统工艺的部分。频
繁的周期性的出现在学生的面前，学生潜移默化的接受传统文化
的发扬 

第五点建议：在有可能性的情况下浅薄的将传统文化赋予新
科技的力量传达给学生。传统工艺是我们中华五千年值得宣称的
重要文化，它需要继承更需要广大发扬。这样学生即会对传统工
艺更加有兴趣，而且培育学生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融会贯通的思
维意识。 

第六点建议：环保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我们的设计课程也可
以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建议创设一个以变废为宝的主题单元，
让学生发现不起眼废旧的东西，设计一个新鲜的玩意儿，让学生
培养环保意识，也可以训练学生手工的学习。 

以上的建议，均都是只可广但不可深。主要是以培养学生相
关性意识以及开阔眼界为主要目标，太深则不符合学生的接受能
力，再好的建议也只会适得其反。还有建议的预想只是笔者所能
想到的泛谈，要发挥真正的使用之地，还应与专家考究并且联系
文本的知识体系，以及学生具体能涉及到的内容。 

人教版教材体系是各位专家共同商议，以联系学生兴趣与身
心发展还有美术课程本身的专业知识还有必不可少的社会发展
所需要人才的要求综合考量提出的，其专业性是绝对要肯定的，
二本文的主意是希望能在完成度较高的基础上给予教材编写者
些许建议，希望更好地发展本门课程的有效性，教材是引导学生
认知发展、人格建构的一种范例，是重要的教学中介它是学生与
教师的重要联系。美术教材对学生的学习美术的兴趣、认知水平、
审美趣味、创造能力和个性品质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美术教材也
是美术课程内容的重要载体。美术教材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
所以伴随着编写教材的严谨性也是值得强调的，但严谨性等于封
闭性，教材的开放性也是的不得不提的。 

 
参考文献： 
[1]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修订组．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

（2011 年版）解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

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2017 年版）解读.北京：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尹少淳.尹少淳谈美术教育.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

社.2016.11 
[5]杨文哲.中小学美术＂设计？应用＂学习领域有效教学

探究.陕西.陕西师范大学。2016. 
 
作者简介：魏子怡（1996.07—），女，汉族，籍贯：陕西西

安，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18 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
业：学科教学（美术），研究方向：美术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