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6 月（总第 203 期） 

 896 

教育科研 

对美术校本教研的几点思考 
◆杨红雨 

（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  400010） 

 
摘要：通过对校本教研的学习和探索，本文对我校的美术教研的现状进

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评述。在总结自己的教训和别人的经验后，本文还对

校本教研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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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好笑，以前我对“校本教学研究”的理解
停留在字面的意思上——自编教材的教学研究。通过不断的阅
读、学习和研究之后，我不仅对校本教研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
而且还结合平时的美术教育教学对我校的美术校本教研有了一
些总结和思考。 

一、什么是校本教研？ 
对于“校本教学研究”这个概念正确的理解是：“所谓‘校

本教学研究’，也就是教师为了改进自己的教学，在自己的教室
中发现某个教学问题，并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以‘追踪’或汲取
‘他人的经验’的方式解决问题。有人称之为‘为了教学’，‘在
教学中’，‘通过教学（教师）’。‘为了教学’是指校本教学研究
的主要目的不在于验证某个教学理论，而在于‘改进’、解决教
学中的实际问题，提升教学工作的效率，实现教学的内在价值。
‘在教学中’是指校本教学研究主要是研究教学之内的问题而不
是让教师研究教学之外的问题，是研究自己的教室里发生的教学
问题而不是研究别人的问题，是研究现实的教学问题而不是研究
某种教学理论假设。‘通过教学’是指教学研究就在日常教学的
过程中由教师本人亲自解决问题，而不是让教师将自己的日常教
学工作放到一边，到另外的地方专门去做研究，也不是让教师放
弃解决问题的责任而完全由别人来帮助解决问题。”用我自己的
话来说就是：研究如何解决自己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在教学过
程中，为自己持续关注的某个教学问题细心地“设计”解决问题
的思路，并使这个方向的教学问题上升为“课题”。努力地实施
这个“课题”—即有计划、有思路地解决这个教学问题，在获得
阶段性成果之后，又再回过头来对这个“问题”及自己的“设计”
进行反思，后又再反思，后又再“设计”，再实施，再反思…
后达到改进自己的教学，不断积累经验，让自己作为教师在专业
技能上日趋成熟，以至于推动我们的教育事业不断进步的目的。 

二、我校美术校本教研的现状 
为适应时代的需要，我校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开展了构建“和

谐+特色”的学生素质多元发展教育模式的研究。美术教育也在
内容和形式上形成了“多元化、分层次、重个性”的教育特色。
美术课是实施教育的重要途径，但是它还不能满足学生对美术知
识的渴望和需求。因此，我校开展了多种类型的美术课外活动，
通过多元化、分层次的教育形式尽可能地满足学生的求知欲。 

美术教学不仅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校园文
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美术教育不仅是在专业的审美上，
而且也是德育教育的形式之一。 

㈠ 发现美术教学中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研究。 
和小学的美术课堂相比较，初中的美术课由于技术性、知识

性增强而趣味性削弱，课堂的气氛不活跃，具体体现是：发言不
积极。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在初 2009 级开展了“如何提高学生
课堂发言兴趣”的研究和“如何让学生在美术课上释放个性”的
研究。从课堂上教学法的运用到课题的选择、从群策群议的备课
方式变化到评价学生美术学习方式的改革…我们进行了不懈的
努力。 

㈡ 美术第二课堂的全面、纵深开展。 
美术绘画专业部分是美术第二课堂的主体，也是美术“分层

次”教育形式的直观体现。在这个以绘画专业形式为主的第二课
堂里：我们为初中的学生开设了绘画班、为高中学生开设了美术
高考辅导班和高三学生的考前强化班，开设了素描、色彩、速写
等高考必考科目，还定时定期组织学生外出写生，加强学生对生
活的理解，也促进学生对艺术的理解，进一步激发学生的艺术创

造力。 
美术兴趣部分是美术第二课堂的分支，它主要满足美术爱好

者的需要。我们根据学生的基本情况开展不同内容的活动。比如
根据学生创造能力强、动手能力强的特点，开展了软陶和服装的
课程；根据学生性格敏感、细腻的特点开设了卡通；在老师的建
议和学生的参与中，我们又开设了油画课程。我们在 大程度上
注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贯彻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 

在美术活动课中，学生加深了对美术的兴趣，巩固了美术的
知识，激发了更大的创造力，提高了审美能力。不仅如此，更重
要的是它以点带面的提高了各班、各年级以及整个校园的美术素
质，真正体现了多元化与重个性相并重的教育理念。 

㈢ 在别人眼中的“杂事”却关系到我校园文化建设的方方
面面，因此，对这些“杂事”我们格外用心。 

美术老师除了学校的教学工作之外，还肩负着校园文化建设
的任务。我们在校办的领导下参加校刊的编辑工作；在德育处的
指导下组织了文艺汇演，以实际的行动推进了校园文化建设。 

三、对美术校本教研的思考 
美术的功能决定了美术的性质，也决定了我们的教研目标。

在美术教研中，我认为 重要的是“因需而教”。也就是以学生
的学习需要和学校的校园文化的建设需要来考虑我们的教研方
向。去年校优秀教研组评选后，我们把美术组的功能基本定位在
“服务性”教研组上，并且这种“服务性”应体现在校园文化建
设方面，而校园文化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创造的。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美术老师应该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在美术的第二课堂的开
展中，我校的老师也逐步地加入到第二课堂的行列：由开始的油
画学习到后来软陶的制作，甚至绘画专业也有涉入…这一切都说
明我们的教学是我校老师和学生都需要的，都是值得我们去深入
研究的，只有顺应学校文化建设需要的研究才是真正的校本教
研。我们以为大家服好务的心态来对待美术校本教研；以大家的
需求为目的，我想，这就是 有特色的美术校本教研了吧。 

参考文献： 
[1]刘良华著，《校本教学研究》，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 
[2]中国美术教育研究会《中国美术教育》杂志编，《全国

美术教育新课程优秀论文集》，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 
[3]常锐伦著，美术学科教育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