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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对当前美术教育发展的思考与探索 
◆张璐瑶 

（沈阳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辽宁省沈阳市） 

 
摘要：美术是在当前艺术领域发展中重要的一门学科，美术教育是人文

精神教育与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相结合的产物。在教师对学生的美术教育

阶段，既要注重对学生美术基础知识和美术技能的培养，更要去挖掘深

层次美术文化教育的潜在功能，由此在美术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对美术

这门学科知识的了解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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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进步，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传
播日益频繁，形成了多元文化的大环境。与此同时人们对教育事
业的重视程度也随之增加，而美术作为教育的一份子也迅猛的发
展起来，人们也越来越关注美术教育的发展。受早期美术文化的
影响，美术教育在教学中一直有“轻文化种技能”的思想。更加
侧重于笔上的训练，从而忽视了对美术知识的传播，这就会导致
学生对美术这一学科没有扎实的基础去支撑美术学习，只领会表
面技能而不侧重于美术知识基础的学习就会出现对美术学科学
不精的情况。教师在美术教学中应以素质教育理论为基础，深挖
美术教学中的文化因子，将美术文化科学、有效的渗透到教学之
中。这将对学生的美术创作和探究能力以及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培
养具有重要意义。 

一、美术教育在社会和多元文化背景下起到的作用 
多元文化指的是在多种文化共存的背景下形成的差异性，伴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多元文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重要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旗帜，每一
个民族文化都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我国美
术教育对增强我国本民族的自信心和民族认同感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而美术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学科，在社会的节日庆典、
庆祝活动以及各种社交和宴会场合，美术作为一种艺术的表现形
式，赋予了社会艺术文化深厚的内涵并发挥出美术推动社会建设
的作用。例如美术教师在教学中，要让学生感受到美术在社会及
文化背景下的地位和角色，让学生从美学角度、历史渊源、文化
结合等多方面的去进行对美术学科内容的理解，更有利于提升学
生的知识理解能力，更体现出美术育人的功能所在。长时间以来
人们对美术一直有一个误区，觉得美术就是把所见的画在纸上，
并认为与其他的学科没有什么大联系，但当你仔细观察社会和生
活时，会发现美术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基本上与所有的学科
都多少有所交集，而美术教育教学的创新发展也是基于各个文化
的基础之上，涉及到各个领域的知识。 

二、教师在美术教育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教师要注重美术在社会及文化中扮演的角色，教师在学生的

学习过程中起着引路人的作用，指引着学生走进美术的艺术殿
堂，了解美术的社会和文化的功能，从而更加能够让学生去理解
美术内涵的意义所在并健全学生的美术知识系统。当前非遗走进
美术课堂是一个新的教学模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深入讲解民
间美术的历史背景和创作过程，让学生真正理解民间美术的独特
性和源远流长的艺术魅力。比如河南濮阳的麦秆画是典型的室内
装饰画艺术品，在给人带来审美和视觉上的享受的同时也寄托了
普通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但随着现代人生活方式和快节奏
的生活，很多民间艺术面临着失传和逐渐消音的困境，而大众对
于民间美术的追求也不是那么强烈，因此作为教师这时在教学过
程中要发挥民间美术的传承作用，积极的利用有效的教学方法并
借助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学习
环境，让学生在教师的带动下对即将遗失的民间美术感兴趣，增
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教师在民间美术的教学中要注重引
导学生增强自主学习民间美术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民间美
术的认同，同时也增强了学生对民族的自豪感。一个民族只有认
同自身民族文化才能使民间美术得到发展而不在历史的长河中
泯灭。而教师带学生走进非遗、保护非遗走进生活、亲近自然，
在教学中强调美术学习和生活和民族相联系，从小让学生在美术

教育中学习它、爱护它、传承它。教师只有充分发挥美术教学中
文化传承的功能，才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通过实物和实践来获取
知识，以多元化和启发性的方式教学使学生获得丰富的艺术资
料。 

三、对当前美术教育发展的思考与反思 
美术的社会和文化的属性在美术活动中可以得到更好的体

现，在让学生理解美术文化的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的美术实际
应用能力。教师可以脱离教室的教学，可以将学生带到室外让学
生亲近自然生活，亲近自然。美术教育应在之前的固态模式下进
行教学模式的创新，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开展绘画活动，引导学生
将艺术与生活融合在一起。其次，在民间非遗美术教学中，要丰
富教学的图书和影视资料，让学生认识到教师并不是唯一的知识
传授者，增加图书和影视资料更加有利于丰富美术教学的内容，
有利于提高美术教学的效果，也更能突出民间美术的独特性。教
师也可以利用收集到的书籍、杂志等让学生自主学习，从而培养
学生学习民间美术的兴趣。而在美术教学中，教师对民间美术以
及非遗了解不是很深入，就容易导致学生与民间美术的认识不
足，不能使学生对民间美术产生强烈的民族情感。这就要求教师
注重教师自我的教学认识和学习。教师在这样的边教学边学习的
过程中不但可以是美术教学更加具有上课的特色，而且可以有效
地推动学生对民间美术的传承和保护。 

结语 
总的来说，美术教育是具有着民族精神的教育方式，教师和

学生是美术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传播者和接收者，教师应当发
挥传播者的作用带领学生在美术教育的过程中去感受教育教学
的全面发展。在发展的同时将非遗的民间美术带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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