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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核心素养下小学美术校本课程开发与实践
王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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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美术核心素养”概念为基础，从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的角度，总结了以核心素养为基础构建校本课程的经验，

并提出了如何构建发展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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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核心素养搭建美术校本课程建设的框架
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要以美术核心素养理念为指导，

结合校本课程的特点，充分挖掘校内外资源，综合考虑校本
课程的可操作性。目前南京地区的校本特色项目较为丰富，
如陶艺、年味、葫芦画、布贴画、剪纸、水墨画、扎染等，
有的学校甚至开发了两项以上特色校本课程。在具体的美术
校本课程开发实践中，需要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基于核心素
养搭建美术校本课程的基本框架，并进一步细化各部分环节。

以《布贴画》特色校本课程为例，首先需确定该校本课
程适用的年段和基本学时；接下来，通过第一个部分“课程
简介”对布贴画校本课程的内容进行说明；第二个部分“课
程总目标”，从核心素养出发阐述布贴画校本课程需达到的
教学目标，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三个维度综合表述布贴画课程总目标，重点说明该课程的文
化价值、审美特色以及学生参与该课程的特点。第三个部分
“课程内容规划”通过流程图集中展现布贴画校本课程实践的
全过程；第四个部分“实施过程”是整个布贴画校本课程实
施的关键部分，大致可设置为“实施目标”、“实施步骤”和
“实施建议”三个环节，“实施建议”环节又可细化为“师生
教学具准备”；第五个部分“课程评价”，对课程的实施予以
评价标准的设置；第六个部分“效果评价”。

二、基于核心素养推进美术校本课程教学理念和方式
的转变

美术素养是在学习知识（技能）的基础上，在实践运用
的过程中形成的。美术教师应选择有利于形成核心素养和获
取知识的教学方式，教师的教学理念要与核心素养教学相
适应。
（一）营造适当的校本课程教学情境
教师在美术校本教学中要注意营造适当的教学情境，让

学生主动参与知识的创新，激发师生的探究欲望，逐步使填
鸭式教与学的方式向探究式的教与学的方式转变，由被动的
教与学变为主动的教与学。
（二）实现从“知识”立意到“素养”立意的转变
校本课程不同于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的统一性，而是基

于学生的需求、教师的自身专长、学校的实际而开设的课程。
在核心素养大背景下，美术教师在课堂上不能只局限于校本
课程知识和技能的讲解，还需要根据学生的需求，从“学以
致用”的角度开展美术教学，重视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
和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
（三）校本教学应该与生活紧密联系
1. 美术校本课程教学过程要与生活相结合。在现实生活

中，很多美好的事物不适宜挪进美术课堂来学习。在校本课
程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要求，组织
学生到室外或者当地美术馆、博物馆等地方学习，使学生在

真实的文化与生活情境中认识美术、了解文化，提高审美能
力和美术核心素养。

2. 校本教学内容要紧密贴合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作为
美术一线教师，有时会听到学生提出：美术课就是画一画，
做一做，美术课所学的知识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那是因为
他们没有感受到美术特有的实用价值，也就不能把课堂上学
到的美术知识活学活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在校本课堂上，教
师要注意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良好思维和习惯的机会，
让他们运用美术知识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教师要给学
生形成一种开放的学习和探究的空间。在“迁移知识”的过
程中，学生所学习的专业内容便有了“意义”和“价值”，也
容易让学生体会学习的乐趣和成功感。

3. 创作材料与生活相结合。美术校本课程学习的材料最
好取自于我们的生活中，如身边废旧材料，家乡特色材料等，
有些生活中的材料往往能使学生的作业效果更加出彩。如：
《布贴画》校本课程运用的材料是平时生活中的废旧布料、
《葫芦画》校本课程运用的是生活中种植的葫芦等。

三、传统文化在美术校本课程中的渗透
中国传统文化已逐渐渗透在美术校本课程中，以小学开

发的《青花韵》校本课程为例。为了更好地在校本课程中渗
透传统文化，营造校园传统艺术文化氛围，学校设置有青花
盘、青花葫芦画、青花瓶、青花扇等校本系列课程。在校本
课程实施过程中渗透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不仅能促进学生对
文化的理解，还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文化品味。

在实践过程中，学生创作了大量的青花系列作品，题材
和内容比较丰富，在绘画之余也品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
精深。学生的美术作品不仅能美化环境，在市、区级比赛中
也能取得较好的成绩。校本课程的实施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
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四、结语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艺术学科的五大核心素养，美术学科

也加快了课程改革的步伐，出现了具有美术特色的校本课程。
今天，在美术教育课程改革中，教师应充分尊重儿童的发展
规律，改变以往的教学观念和方法，从学生生活的起源入手，
使学生有能力解决问题，获得审美体验，同时，提高学生美
术素养，如美术欣赏和表演创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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