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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下教学实践——像不像课外思索

◎张海丹
摘要：从教美术教育 10 年，奋斗在第一线，不管课内课外总有一些学生问我：老师，这张画一点也不像，乱七八糟的，

也是名画？看都看不懂，老师，那张好，跟照片拍出来一样，真好，咦，这张画线条、色彩太恶心了，这是什么大师啊……

听得多了，我开始了思索，我们的教学出现了问题，罗列了以下思索的几点：一、童心可师，赏析儿童画。二、提高美术

技能渗透审美层次。三、抽象不是西方的产物，抽象原本就是东方的根。四、学艺术和艺术家。还有自己的教学尝试，希

望从中能得到答案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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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美术教育 10 年，奋斗在第一线，

课内课外总有一些学生问我：老师，这张

画一点也不像，乱七八糟的，也是名画？

看都看不懂，老师，那张好，跟照片拍出

来一样，真好，咦，这张画线条、色彩太

恶心了，这是什么大师啊……听得多了，

我开始了思索，我们的教学出现了问题，

学生常常把画得像作为审美的唯一标准。

要是这样，那不用画画了，我们有照相机

就可以了。但是实践证明，照相机出现以

来，到现在高像素的单反机，绘画不仅没

有被“替代”“销声匿迹”，还出现了很

多画得“乱七八糟”的美术大师：马蒂斯、

毕加索、康定斯基、米罗等。这是怎么了？

其实是我们的审美观没有跟上新世纪前进

的步伐，艺术教育要发展和繁荣，一定要

改变我们学生的审美观。作为一线的美术

教师，责任重大，如何改变？本人认为以

下几方面与同行探讨。

一、童心可师，赏析儿童画

儿童绘画是儿童天性的自然流露，是

孩子们纯真感情的诉讼，纯洁无杂质。近

代抽象画大师米罗更是在儿童画中得到启

示，观看儿童绘画的过程，站在儿童“小

脑袋”的立场上进行美术思索，童心可师，

最后成为美术大师。看米罗就会画这“儿

童画”吗？其实不然，米罗年轻时的画也

是写实的，也就是我们说的画得比较像，

后来才逐渐“不像”的。中国人常说返老

还童，米罗其实就是美术风格上的转化，

更返璞归真。许多大师的画亦是如此，所

以说我们要理解大师的画，理解绘画术语，

赏析儿童画，从中汲取营养：复归于朴，

大巧若拙，平常中藏真谛，其实都是说现

象与本质的辩证，要求我们透过现象看本

质，画得不像的东西也许更能探到人的内

心深处，绘画的奇特奥秘也许就在这里。

言为心声，书为画心，学会赏析儿童绘画，

能帮助我们理解大师的抽象画，因为儿童

内心的纯真，因为儿童技法的自然，因为

儿童想象力的不受拘束，可见儿童涂鸦的

平凡中的不平凡，这就是绘画现象的寻常

和本质的高远。

二、提高美术技能渗透审美层次

虽然新课标的内容条框详尽，但我们

老师还有磨合的时间，很多老师的传统思

想还是存在。传统的美术教育是以技能技

巧为主，主要强调技法，注重怎么把事物

画像，往往忽视了欣赏，或者把欣赏放第

二位了。殊不知学美术眼高才能手高，手

是受我们大脑支配的，只有大脑认为美的

东西，才通过手表达出来。例如学生参加

科学幻想绘画比赛，学生总喜欢临摹别人

的作品，作品上来，我一看是临摹的，先

不说原创问题，看那范本本来就不好，临

摹出来是可想而知，这就是选择范本的一

个审美问题。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

要是取法乎下，那出来的画作就是一幅幅

糟粕了。所以说怎么样判断一幅画的好坏

很重要。在强调技法的前提下，导致的结

果往往是以像不像为标准，由于过分强调

技巧，忽略了学生的自由表达和大胆创造，

很容易挫伤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抑制学

生发现美和创造美的欲望。如果我们从审

美的角度切入，教学生怎么去发现美、欣

赏美，引导学生明白像的东西是美的，不

像的东西同样可以是美的。只有在学生心

中有多个美的标准，表达的手法才可能出

现多样化。如在七年级上册《迎新年》里

简单的一个道具——制作面具：可以用厚

纸板 ，可以用皮 ；可以绘

制 ，也可以剪刻 。只要有

利于情感的外化与表达，我们可以不择手

段地为提高学生审美观服务。

三、抽象不是西方的产物，抽象原本就是

东方的根

纵观艺术发展史，东西方的绘画一

开始就不一样，西方绘画更注重具象，

而东方绘画一开始就是抽象，而且一直

朝抽象的方向发展，从线描画到泼墨大

写意，不管是山水、人物、花鸟，都经

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泼墨大写意是一种

概括，是一种以貌取神，齐白石老先

生称“似与不似之间”。更值得一提

的是中国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从甲

骨文的发展到现在，经历的是一个从

具象到抽象的过程，象形文字，当初

还有“像”，后来是越来越不像，几

根线条就代表了人的丰富感情，书法

作为一门艺术就这样永远的发展传承

下去了，这就是东方的抽象魅力，是

东方的精华。西方的艺术大师凡·高、

毕加索、马蒂斯等都从东方艺术中汲

取了精华，形成自己的抽象绘画风格，

成为一代名师。生长在东方，作为龙

的传人，更应该懂得抽象美，因为传

人的基因就有抽象元素的。

四、学艺术和艺术家

义务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10000 个

学艺术的人中，也许只有一个将来成为艺

术家，所以学艺术和艺术家是两个概念，

何况我们的学生也不一定是学艺术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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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是因为有一个欣

赏群体，我们的学生就是未来的欣赏群体，

他们的任务是欣赏，而不是创作，也就是

说看这张画美不美。学会欣赏，就享受美

好，或解读、或鉴赏、或收藏，提高情操

丰富生活。所以我认为理解审美教育是第

一位。画家、艺术家毕竟是少数，审美群

体的审美水平提高，对于推动美术发展，

有巨大作用，因为未来需要培养具有人文

精神、创新能力、审美品位和美术素养的

现代公民，我想新课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

去编写教材、进行课堂教学的。如果我们

一直局限于“像不像”为标准的时代。那

就不会有新美术形式生存的土壤，如此以

往艺术家的创作欲望就被扼杀。

为此我做了一些尝试：在五年级下

册的写生课单元前插进去自己整理的课

件《童心可师——走进儿童线描写生》

进行教学实验，为后来学生掌握生活中

的单独纹样、适合纹样做基础，让学生

到 到 转变，甚至加工

成 注入简化、变形、夸张、添加

等方法，（详细课件另外探讨）收到了本

校全部七年级段学生的作品，随抽学生的

作业。

拿“像”与“不像”“合理”与“不

合理”来作为作品衡量的标准，必然使学

生失去学习兴趣和创造意识，成为卢梭笔

下的“无香味的勉强成熟的果子”和“稚

气的博士与衰朽的孩子。”不用说学生画，

就是成人画，如西方的“印象派”“野兽派”

的作品，显然也无法用“像不像”来评价。	

一线的美术教师，用心去欣赏，用心

去引导，不能光看像不像，像的可以是美

的，不像的也许更美，因为生活在这个世

界本来就是美好的，多解读美的事和物，

人生会更美好。课后这个小小的思索，

写出来与同行共诫勉、共探讨、共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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