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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小学美术社团，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简世亮

广东省茂名市官山学校　广东　茂名　525000

摘　要：小学美术社团种类繁多，是小学美术课程的延续和补充。美术社团丰富了校园文化，以学习为目的，以兴趣为纽带，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作兴趣，提升了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为爱好美术的学生提供了良好的自我展示与学习的平台。该

文以小学美术社团为主要研究对象，论述美术社团的重要价值，提出发展策略，以达到提高学生美术素养、提升美术社团活

动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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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实施建议第 8 条规定：“学校应支持鼓励学生参

加美术社团学习，开展各种特色美术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实

践学习能力，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开展美术社团与美术教育

相结合的实践课程，有利于培养小学生对美术的兴趣，能激发

其无穷的想象力，完成其青春梦想，提高其职业规划能力，这

对小学生的人格发展和艺术素养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关于美术社团

为了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提高学生的美术专业素质，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美术社团的宗旨为——基于社团特色，

为爱好美术的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和自我展示的平台。

教师和社员需要充分挖掘各个社团的特色与优势，开展社团

特色活动，以达到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促进学生终身学习与

发展的目的，并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艺术欣赏能力与交流水平。

美术社团是以学生为主体的社团，建立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使其进一步了解美术的基本知

识，丰富和提升自己，让其爱好而延续下去，不因学习忙碌

而失去丰富的课余生活。

二、美术社团建设的策略

1. 制定相关制度，制订发展规划

学校要建立完整的学生社团申请组建制度。成立学生社

团，首先要向学校递交书面申请，明确社团的宗旨、章程、

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场所、经费和负责人。学校主管部门

要逐项审核把关，使申请成立的社团有规范的名称和组织机

构，指导教师满足社团任职条件，学生社团定期换届，使社

团活动能够持续开展。社团干部是社团的核心，在社团中具

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学校要完善学生社团骨干力量的培养

和管理，有计划地对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进行培训和定期考

评，建立学生社团骨干档案制度，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素质

和社团工作水平。

2. 与当地美术馆、画廊等社会艺术组织建立联系网

学校要与校外艺术组织建立联系、展开交流，如带领学

生外出参观美术展览，这不仅可以改变以往枯燥单一的教学

模式，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对艺术学习的兴趣。以往的教学活

动大多是在教室里完成，如美术欣赏课程，面对枯燥的教材，

教师较难培养学生对于艺术的兴趣。在新课程背景下，美术

课堂不再局限于教材书本和固定的教室，而是科学利用社会

资源以达到多元化学习的目的。学生在展览馆直接面对美术

作品，被浓郁的艺术氛围感染，能够直观地体会作品的魅力

及其表达的情感。社团组织学生参观美术展览，体现了以学

生为主体的课改理念和教学思想，使美术教学回归到以学生

发展为本的轨道上。参观美术展览是对美术课堂教学的延伸
和补充。学生可以在充满艺术的环境中重新认识自己，更加
了解自己。走进美术展厅，学生开阔了眼界，不再被动地学
习美术，而是主动地与艺术作品对话，近距离地欣赏与评析
艺术作品，这有助于学生体会艺术作品的魅力，激发学生主
动探究的学习欲望，对他们往后的人生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

3. 加强指导教师对社团的专业指导
专业指导教师的专业指导和投入是社团能够蓬勃发展的

关键。为了充分发挥专业教师对美术社团的指导作用，全面
提高学生美术社团活动的层次，学校可以通过建立激励制度，
调动社团指导教师参与社团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以确保
美术社团能得到长期的支持与专业的辅导；对于取得优异成
绩、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社团，学校应该对社团指导教师给
予一定奖励。

4. 加强网络的建设引导作用
网络已成为各种思想交流、碰撞的重要平台，当前不少

学生社团以建立 QQ 群、社团网站、微博等方式提高社团的
知名度。因此，学校要重视网络宣传阵地的重要性、安全性，
充分利用多样化的互联网交流平台，积极建设小学社团网络
阵地，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校园文化建设。

三、结语
新课程改革推行“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全新概

念，在小学生中开展美术社团活动，真正体现了“以生为本，
育人为本”的思想。随着办学理念的更新和学校文化的建设，
小学美术社团被赋予新的使命。学校应继续努力，充分挖掘
学生在美术方面的潜能，因材施教，使每名学生都能得到全
面发展。持久地发展美术社团，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发掘
学生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主导
力量，这条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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