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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背景下学生审美素养的提升 

夏云志 
（福建省福州市钱塘小学  350003） 

摘要：美术是小学阶段学生审美素养培养的重要学科，教师需进一步挖掘美术资源，调整教学实践方式，从学生未来发展着眼提升
其审美素养。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美术资源，而将传统文化渗透到审美教育中来，无论是对于学生的美术核心素养的培养，还
是对于传统艺术的弘扬与传承都是十分重要的。本文从美术核心素养要求出发，结合小学美术教学实践，从传统文化传承、探究、实践
的角度探究小学生审美教育新途径。 

关键词：美术核心素养；小学美术；传统文化；审美教育 
 

引言 
2014 年，教育部研制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意见》，《意见》基于学生全面发展要求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概念，

并从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对学生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

力加以分析。在美术学教学中，学生的核心素养主要体现在图像识读、美

术表现、审美态度、创新能力、文化理解这五个层面。在美术核心素养下，

教师应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艺术形式，为学生审美教育获取更加丰富

的资源，从而陶冶学生的艺术情操，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在

小学美术教学中，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对学生审美教育的构建: 

一、传承文化——体会人文美 
美术课程是一门人文学科，具有人文性，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历

史悠久、积淀丰厚、形式多样，而且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在课程教学

中渗透人文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是小学生审美教育的基本要求。传统

文化在千百年的传承中呈现出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因此，教师通过美术课

程，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让学生在欣赏、理解、传承文化的过程中汲

取艺术精华，传承优秀的文化，从而感受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滋

养和陶冶人文情操、提高审美情趣。 

第一、引导学生感悟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结合小学美术教材，如浙

美版第六册《杂技表演》一课，杂技艺术是人类珍贵的优秀文化遗产，历

史悠久。杂技在汉代被称为“百戏”，它们的动作来源于人们的劳技等动

作。教学中为学生展示了汉代出土的《百戏俑》，让学生通过欣赏造型夸

张、形态富有动感的三个正在歌舞的百戏俑，感受杂技给人一种超能的力

量，传递着中华民族强劲不屈、乐观向上、富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

感染着每一位学生。 

第二、欣赏名人名画，渗透传统审美理念。中国画是我国最具代表的

传统绘画艺术，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沉淀和积累，是一切艺术文化之源。让

学生在传统水墨画作品中感受中国画 “气韵生动、形神兼备”的意境之美。

如潘天寿《映日荷花别样红》的作品，借助诗歌、书法、篆刻、绘画的交

融组合，让作品展示出丰富的人文气息。将诗句与画中的墨荷、山石相互

联系，形成富有变化的构图与笔墨趣味，两枚小印章与粉红荷花自然呼应。

通过欣赏，提高学生对民族艺术的欣赏、感悟以及审美能力。 

第三、在美术教育中渗透爱国情怀，激发文化自信。在美术核心素养

中，小学美术审美教育与德育的教育是息息相关的，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

的爱国主义感情和高尚的情操。因此，在教学中我们要充分利用教材资源

渗透爱国情怀。如浙美版第八册《家乡的古塔》一课，古塔是一种非常独

特的东方建筑，承载着东方各国的历史、宗教、美学等诸多文化元素。通

过欣赏不同时期建造的古塔，了解古塔的历史、文化，造型、结构、材料

等，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唤起热爱国主义的情感，更好的传承华夏传

统文化。 

二、探究引领——认识形式美 
形式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载体，不同艺术类型所体现的形式美丰富多样，

美术表现主要以借视觉上的色彩美、线条美、质地美、结构美等体现形式

美。小学阶段是学生审美教育的启蒙阶段，学生对于美术作品的欣赏主要

依赖视觉感知引发的形象思维，因此其对形式美有着最直观的感知，因此，

教师在核心素养理念指导下，应积极引导学生探究美术的形式美，并通过

形式以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形神合一是艺术创作的

最高境界。因此，在经过历史淘洗而留下的古典艺术类型以及艺术作品中，

形式美与内在美的统一不仅在直观表现上带来绝佳的视觉体验，更是在思

想精神层面形成了良好的文化熏陶。在小学美术教学中，教师应从美术的

形式美表现形式设计审美教育策略。 

第一、引导学生探究色彩的形式美。中国民间艺术形式多样，木版年

画是中国传统艺术之一，最富有色彩特色。如浙美版第三册《画家笔下的

快乐童年》一课，《三月三》木版年画作品，画面中线条简练，特别是色

彩的表现，运用红色、黄色、蓝色，色彩鲜艳、饱和度高的色彩组合搭配

在一起。色彩跳跃性强，对比强烈，但又不失乡土、淳朴的气息。展现孩

子们在春天来临时的喜悦、欢快之情，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第二、引导学生探究线条的形式美。线条是中国画的精脉，是中国传

统绘画最基本的艺术语言。如浙美版第八册《线条的魅力》一课，以吴冠

中《春如线》作品为例，作品以点线作为绘画创作的主要组成部分，画面

中的线条长短不一、虚实交错、疏密有致，充满流动的韵律，展现春风中

自由摇曳的细柳。画家以线书写春意，结合草书的洒脱与中国画的泼墨技

法，表现优美、动情而充满诗意的中国画，感受线条节奏与韵律的形式美。 

第三、引导学生探究材质的形式美。生活中有各式各样的材质丰富着

我们的生活，不同材质对艺术作品的表现力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皮影”，

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用驴皮后牛皮手工雕刻的造型艺术，

经过描线、镂刻、上色等工序制作而形成。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材质，使

得皮影人物在灯光透射投影到布幕上的影子显得瑰丽而晶莹剔透，具有独

特的美感。感受不同材质所带来不同的艺术魅力，提升对传统文化中形式

美的感悟。 

第四，引导学生探究结构的形式美。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如在美

术欣赏课上，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颜真卿、阎立本、王羲之等古代书法大

家的作品。指导学生从对称、平正、参差、连贯等角度理解书法的结构美，

进而从书法艺术中探究对称给人整齐匀称之美、平正给人平稳舒适之美、

参差给人一种灵活奇巧之美、连贯给人协调统一之美，真正体现书法艺术

在传统文化中的审美价值。 

三、实践探究——表现艺术美 
小学阶段正是美术核心素养培育发展的启蒙阶段，而美术活动则是渗

透审美教育，提升学生艺术表现力的主要学科，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教

师积极调整教学思路，利用传统文化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审美素材，挖掘美

术作品背后的人文价值，潜移默化地转变学生的审美态度，为学创造开放、

自由的艺术表现平台，从而引导学生初步树立健康的审美观念，提高表现

艺术美的能力。 

第一、在感受中培养学生对美的表现能力。艺术源于生活，欣赏大自

然的风光，感受大自然的美，从心里认识了解美。在分析不同表现形式的

绘画作品，从造型、色彩、纹样、寓意等方面去了解、感受。再从绘画技

巧、方法进行分析。让孩子感受作者运用形式多样的美术表现手法将看到、

想到的、心中的情感呈现出来，激发学生再创作、再表现的欲望。选择自

己喜欢或适合的表现形式来表现作品，展现艺术为生活创造的美。 

第二、在赏析中提升学生对美的表达能力。我国传统艺术形式丰富多 

（下转第 19 页） 



基础教育研究 

 19 

 

（上接第 15 页） 
样，不同艺术形式在审美表达上都具备鲜明的特点。在美术教学中，教师

在教学中结合课程内容设置，深入挖掘课程中人文性的教材、让学生在传

统文化的情境中了解美术，从而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引导学生学会欣赏

的方法和理解艺术的能力，正确运用专业的美术语言来表达。培养学生对

不同艺术作品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以获得心灵上的审美熏陶，提高学生审

美表达的境界。 

第三、在探寻中激发学生对美的实践能力。"世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

少发现美"。一个人的审美能力需要用心去感受大自然中的美好事物和艺术

作品的本质意义。在小学审美教育中，教师应将学生从课堂引入到现实生

活中来，鼓励学生在观察生活、探索自然的过程中发现美，并在实践中利

用色彩、线条、材料加以创作、表达，体验美术在生活中的体现，进而强

化学生的审美体验和实践创作能力，达到审美的目的。 

综上所述，在美术核心素养培养背景下，小学美术教师可以在认真研

读美术教科书的基础上，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更丰富的审美教育资源，让学

生在传承中感悟人文美、在探究中认识形式美、在实践中表现艺术美，进

而深化审美教育效果，促进学生美术的核心素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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