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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 school art teaching shows a strong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s, guiding students to think rationally in teaching, so that students’ 
core qualities in continuous thinking,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Through high school art training students’ core accomplish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cluding	improving	students'	 inner	accomplishment,	cultivate	students’	unity	consciousness,	guide	the	lifelong	
art habit, the students’ image reading literacy, art accomplishment, aesthetic judgment, cultural understanding, creative practice 
accomplishment	integration	for	the	unified	core	quality,	realize	the	effectiv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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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美术教学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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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美术教学展现出强烈的人文特色，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理性思考问题，使学生的核心素养在不断思考、分析、对比中得
到培养。通过高中美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包括提升学生内在修养、培养学生团结意识、引导终身美术习
惯，将学生的图像识读素养、美术表现素养、审美判断素养、文化理解素养、创意实践素养整合为统一的核心素养，实现
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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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中美术教学在提升学生美术创作技法水平、美术知

识储备水平的基础上，重点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核心素养

的培养应当遵循美术学科的特点与规律，让学生的核心素

养在美术实践中得到培养。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可以对校内教

育、校外教育进行整合，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美术实践机会。

美术实践需要以教材内容为中心，确保实践内容与核心素养

培养内容保持一致。教师按照类别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最

终使学生在美术实践活动中对核心素养进行应用，使学生能

够将核心素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 高中美术教学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原则

2.1 以教学需求为主导
高中美术教学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以立德树人为核心，

学校与教师在充分进行学情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特点与

学校现有资源，制定能够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美术课程体

系。在转变教学理念的基础上，要让学生参与到美术教学活

动中，教师结合学生需求、核心素养培养方向的变化，对美

术课程进行适当调整，确保美术教育与教材的衔接性、美术

教学的有效性。高中美术教学活动应当通过校内教育、校外

教育融合，展现出美术教育的实践性、综合性 [1]。

2.2 以学生热情为基础
为了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美术教师在开展实际教学

活动中，应当以学生对于美术学习的热情为基础，对于培养

学生核心素养具有积极意义。高中美术课程应当同时兼顾文

化内涵与艺术价值，针对性的向学生传递美术知识、视角。

实际教学中教师应当与学生保持密切互动，结合核心素养培

养方向变动，对教学进行针对性调整，始终保持学生对于学

习美术的热情，实现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3 高中美术教学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必要性

3.1 提升学生内在修养
开展高中美术教学过程中，将学校作为教学基地、学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6卷·第 17 期·2023 年 09 月

42

生作为教学主体。教师应当在学情分析的基础上对美术课程

进行开发，结合美术教育专家意见，设计科学的、针对性的

美术教学体系。美术教师开展学情分析时，需要对教学情境

的适应性进行合理分析，使学生能够在教学情境中准确把握

学习方向，在美术学习中感受美的价值，提升学生内在修养

水平。

3.2 培养学生团结意识
合作精神是核心素养中的重要组成，通过美术教育

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要求教师自身具备较高的核心素养 

水平 [2]。高中美术教师应当定期开展教学研讨会，合作制定

美术教学方案。在实际教学中，美术教师应当以身作则引导

学生感受合作共赢的力量，组织小组学习共同进行创作，引

导学生合作解决创作中遇到的困难，使学生的团结意识在共

同创作、合作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培养。

3.3 引导终身美术习惯
在高中美术教学中，教师指导学生掌握特定的美术技

法，逐渐引导学生用全新的审美眼光看待美术作品、看待生

活，使学生能够感受到美术学习真正的价值与意义。高中

美术教学以教材内容为根本，教师在学情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美术教学设计，使学生感受到学习美术的乐趣，并养成“终

身美术”的学习习惯，使美术学习渗透到学生人生的每一个

阶段。

4 高中美术教学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路径

4.1 作品深入鉴赏，培养学生图像识读素养
高中美术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美术图片进行

深入鉴赏，使学生在鉴赏图片的过程中读取图像中的重要信

息、感受美术图像蕴藏的内涵。例如，在人教版高中美术必

修《中国美术鉴赏》的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共同鉴赏《富

春山居图》，在鉴赏的过程中逐渐引导学生了解中国传统山

水画的基本知识、明确艺术语言、剖析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绘

画技法。在随后的《青卞隐居图》鉴赏中，教师要求学生参

照《富春山居图》的赏析方式，感受《青卞隐居图》当中的

基本知识、艺术语言、绘画技法，并分析二者存在的相同点

与不同点。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对《青卞隐居图》进行自主

赏析，发现了该作品能够巧妙地呈现出时空的对接与转换，

并进一步发现该作品快、急、重、爽的绘画技法，画笔的精

妙转换都隐藏在重叠的山峰中，表达了作者王蒙对隐逸生活

的向往 [3]。在高中美术教学中，教师通过引导学生鉴赏美术

图像，使学生能够与美术图像近距离接触，将理论知识应用

于图像赏析实践中，实现了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的有机结

合，对于培养学生图像识读素养具有积极意义。

4.2 作品独立创作，培养学生美术表现素养
美术表现素养是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教师

在开展教学活动过程中，引导学生在已有素材基础上独立创

作美术作品，在表现美术技法时，还要通过作品传递出所表

达的内涵。教师可以在结合美术教材内容的基础上，设计对

应的配套活动，学生在活动中拥有充足的独立创作美术作品

的机会，逐渐引导学生将美术创作作为表达情绪、思想的一

种手段。例如，在人教版高中美术必修《美术作品的创作》

教学中，教师带领学生共同鉴赏《愚公移山》，感受作者徐

悲鸿借用愚公移山的精神表达全国人民积极抗战的决心与

毅力，并借此画作鼓舞全国人民努力争取抗战的胜利。

教师将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进行整合，借助学生春游、

秋游的机会组织开展美术校外教育，组织学生进行户外写

生，学生在户外写生中进行自由美术创作，创作内容不局限

于写生环境。尽管学生创作美术作品的主题内容存在较大差

异，但是能够运用颜色分级、构图、光影等绘画技法以及温

度、湿度、光照度等物理知识，使学生通过美术创作表现思

想感情。教师在紧扣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独立创作

作品，使学生能够将色彩知识、技法要点等理论知识运用到

实践中，使学生的美术表现素养得到培养。

4.3 作品对比赏析，培养学生审美判断素养
美术的审美判断素养，要求学生在赏析美术作品的过

程中，能够以遵循作品之美的原则为根本。教师引导学生对

比赏析美术作品，为学生解读、诠释美术作品蕴藏的美，能

够使学生的审美判断素养得到培养，而审美判断素养是学习

高中美术所需要具备的重要素养。例如，在人教版高中美术

必修《中国美术鉴赏》《外国美术鉴赏》教学中，教师需要

引导学生在对比两类美术作品中发现区别与联系。中国美术

作品更加注重表现、写意，更侧重于感性，外国美术作品更

注重写实、再现，更侧重理性，这是中国、外国美术作品创

作时技法不同的本质区别。中国美术作品不会固定一个切入

点进行创作，而是完全跟随作者的主观感受与需求，对创作

切入点、视角进行调整。尽管许多中国美术作品并不能再现

当时的场景，但是作品却带有生动的气息，可以为欣赏者带

去意境之美。外国美术作品更多的是向外界传递一种思想上

的理智，在美术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数学、物理、化学知识，

以此保证作品理想的透视与色彩效果，展现出作品中近大远

小的空间变化，使作品无限地接近真实。学生在对比、赏析

中外美术作品中，逐渐掌握了美术作品的审美判断能力，使

学生的审美判断素养得到培养。

4.4 作品深入剖析，培养学生文化理解素养
美术文化理解素养，即学生通过鉴赏、剖析美术作品，

使学生能够从多个角度感受作品中体现的文化特征、民族信

仰 [4]。美术作品通常可以展现出特定时期国家的历史与民族

的文化，在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教师引导学生深入

剖析美术作品，可以培养学生的文化理解素养，学生在看待

一幅美术作品时，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图画或塑像，而是一本

承载着某种历史、文化的绘本。例如，在人教版高中美术必

修《理想与典范》教学中，教师在引导学生鉴赏雕塑作品《命

运三女神》时，可以发现三女神衣着优美、体态多姿。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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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落有致，尽管雕像失去了头部、臂部 ，但是依然透露出

三女神的优美、富有生命力的躯体。深入剖析该作品历史背

景，波斯帝国攻打希腊城邦，尽管波斯军队一路取得胜利，

但是遭到了雅典人的顽强抵抗，最终波斯人被迫撤退。为了

纪念来之不易的胜利，希腊、雅典等各城邦修建大量的神庙，

其中就包括收藏命运三女神的帕特农神庙，学生能够从该作

品中，感受到特定时代下希腊、雅典人民不卑不亢的斗争

精神。

教师引导学生对作品进行深入剖析，使学生能够更加

深入地看待美术作品，挖掘其中蕴藏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

值，使学生的文化理解素养得到提升。

4.5 作品深度思考，培养学生创意实践素养
高中美术教师在开展美术教学时需要结合教学内容构

建情境，使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下感受美术的魅力。教师应当

引导学生对作品进行深度思考，感受到作品表达的内涵、思

想、寓意。在培养学生美术表现素养的基础上，教师可以借

助校外教育活动，为学生创设真实的教学情境，并引导学生

开展实践活动。例如，在人教版高中美术必修《延伸阅读书

目》活动中，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们到学校阅览室开展本次教

学，学生根据教材中出示的书目选取对应的书籍并进行认真

阅读、深度思考，教师结合学生的阅读情况为学生布置课后

作业：根据本次活动的收获，制作一件美术作品。学生可以

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制作美术作品，在作品制作过程中，学

生会将自身的经历、已有的知识、阅读中获取的信息相结合，

并通过美术作品体现出来。教师引导学生对作品进行深度思

考，可以发散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将已有知识、经历在实践

中体现出来，使学生的创意实践素养水平得到提升。

4.6 作品贴近感受，培育学生综合应用素养
在高中美术教学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近距离感受美

术作品，使学生的图像识读素养、美术表现素养、审美判断

素养、文化理解素养、创意实践素养得到综合应用，将所有

独立的素养集合成统一的核心素养，并在近距离感受作品中

能够将核心素养展现出来。例如，在人教版高中美术必修《中

国美术鉴赏》《外国美术鉴赏》教学中，教师可以用仿品替

代教材中的作品，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作品，观察作品与教材

图像存在的差异，并从中获得美术创作的灵感，能够在近距

离感受作品时吸取作品创作的技法、历史背景、文化内涵等，

并借助同样的思路进行作品独立创作、作品合作创作。高中

美术教师让学生近距离贴近作品，感受作品具有的特色，在

此期间美术教师应当充分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实现个

性化美术实践、尊重每一位学生的思想与作品，使学生在作

品创作中、作品赏析中保持高度的热情，实现综合应用素养

的实质性提升。

5 结语

开展高效的高中美术教学，要求教师在教学前进行充

分的学情分析，在此基础上制定针对性的教学方案。教师在

把握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对校内教育、校外教育的资源进行

整合，使学生拥有更丰富的美术学习资源。教师引导学生对

作品深入鉴赏、对作品对比赏析、对作品深入剖析，并尝试

独立创作作品、近距离感受作品，培养学生的图像识读素养、

美术表现素养、审美判断素养、文化理解素养、创意实践素

养，并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实现不同素养的统一，由此实现对

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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