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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社会的国际化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21世纪已成为

以信息为主导，甚至是以概念为主导的时代。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时无刻不在

发生着变化，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创新"一词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到

了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角落里，“创新型人才”也被快速地凸显了出来。

本研究主要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

案例研究法等)，旨在论证“时代需要创新型人才一显露出创新型人才紧缺一通

过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一以创新型人才来推动创新型国家"这一逻辑体系，

来探究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教学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

重要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本论文阐述了笔者提出的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

学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可行性和有效性。同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中，

发现其中存在的局限性和不足，尝试提出克服局限性和解决不足问题的建议与对

策。对于那些尚未解决的部分，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和研究，以便提出更有效的

策略。

本论文的实践研究成果主要有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

教学案例，希望这一成果能在中学美术课堂教学中进行实施，以推动中学美术教

学的改革，并期许这些教学能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创新、中学美术、学科、统整教学





Abstract

Along with Economic Globalization、Society Globaliza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 by leaps and bounds．The 2 1 st century has become a

technology-dominated even a concept—dominated age．Every aspect of our life is

growing every minute．In this era of rapid change．a word called“innovation’’has

come to US with the suddenness of thunder bolt and innovative talents alSO have been

highlighted qnicldy．

The research mainly uses the techniques which combine theory and practice

such as，literature，investigative and study case methodology,for the purpose of

proving a system of logic of“innovative talents needed for this era．>innovative

talents shortage appeared。>innovative talents Cultivaled by innovative education．>

innovative country propelled forward by innovative talents”．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effectiveness and feasibility for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Based Fine Art and other subjects in Middie School

This Papel"describes the writer’S Opinion which the Importance，effectiveness
and feasibility for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Based Fine Art and other subjects in Middle School。讳乃ell researching in

this area,the writer alSO find也e existing limitations and deficiencies．and try to give

proposal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and solve the problems．

．For those which have not yet solved part，we need to further explore and study in

order to make more eriective strategy

The present paper's major research results are the teaching cas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Based Fine Art and other subjects in Middle Sch001．It is

hoped that findings can be implemented and promoted in the middle school Fine Arts

programs to impel the reform of middle school Fine Arts teaching and expected this

teaching could contribute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Keywords：Innovation、Fine Arts、subject、integrati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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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研究





研究的动机与意义

(一)研究的动机

1．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求

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社会国际化、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胡锦涛同志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1在以信

息技术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性质改变了，且日益影响着社会生活

的各个领域。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为了适应创新型国家

发展的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显得尤为重要。

2．建立创新教育的需要与培养创新型教师的需求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教育系统也在不断地改革中。推着素质教育

的推进，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化，创新教育势不可挡。而创新教育是一项专业性很

强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充分依靠教学一线的广大教师。总之，实现创新型国家

的目标，呼唤创新型人才，教师教育必须创新。

3．填补美术学科统整类研究缺失的需要

经查阅众多相关文献资料发现，中学美术教学文献中缺乏以创新为核心的中

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研究及案例。例如，在对中国知网的六大网络数

据库的检索中就未能找到以“创新”、“美术”和“统整”共同为检索词的相关文

献。针对这一现状，本文就以此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力求探明其间的关联及可行

性。

4．美术创新教育教学的需要

针对美术教学面临的现状，本研究经分析和比较国内外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

相统整的案例，并针对我国美术教学的现实情况，提出符合我国教育现状的，以

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创新教学案例，力求在开发中学美术

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案例方面有所突破，为这一领域中的后续研究提供借

鉴。

(二)研究的意义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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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足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背景下，各大城市都孕育着转型，上海也在全球性竞争

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力求塑造一个“创意城市"的形象。2005年7月，中国教

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出席了“2005首届中国创意产业国际论坛”，并对创意产业发

表这样的感言：“人类的真正财富是观念、知识和创意，这些来自人类的心灵。

随着创意经济的发展，这点越发彰显。因此，要想积极地发展知识经济，我们不

仅需要发展科技还需要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在这种背景下，赋有创新精神的人

才显现得尤为重要，这类人才主要是指富有创造性思维的人。现今社会这样的人

才仍然十分稀缺，凸显出培养具有创造性思维人才的重要性，而本研究正是以此

为契机，探索以创新为核心的美术统整教学对培养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的必要

性与有效性。

2．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性

近年来，各国关于美术教育的理论研究日益丰富。在美术教育实践领域中，

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在不断行进中，但有针对性地以创新

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研究尚不多见，特别是缺乏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探究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研究。从根本上说，教育的性质

和任务是受时代和社会发展条件所制约的，现今的美术学科亦是如此。本论文则

试图从这一角度出发，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尝试在艺术教育领域内以创新

为核心进行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研究，使学生获得连贯与生活化的

学习经验。

学科统整教学是相对于分科教学的一种理论，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产物，也是

学校适应社会变革的热点。它改变了学校以“传授知识’’为终极目标的教学模式，

打破了学科逻辑组织的界限，是以学生兴趣、需要和能力为基础，通过某一情境，

组织学生参与一系列统整的教学活动。

3．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研究具有可行性

美术作为视觉化语言，可以结合任何学科、任何课题的研究性学习，成为学

科间相统整的教学主体，充分发挥其视觉传达和展示的功能。本论文聚焦于以创

新为核心，以美术学科为主体，统整一门或数门其他学科的内容进行教学。以美

术为主体统整一门或数门其他学科的统整教学，较之于以其他学科为主体的教学

更适合于进行学科间的统整。这是因为，第一，美术学科作为统整教学的主体学

科具有可塑性、多变性和协调性；第二，培养创意人才的途径有很多，而美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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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具有培养创意人才的优势，美术学科本身就富有创造性的特征，是培养创造性

思维和创造力的有效途径。第三，其他学科的学习都需要美术学科的参与。

此外，美术学科具有多功能性。它在提高人的感性认识能力，特别是通过发

挥视知觉思维以促进人在智力发展上有特殊的功能；在培养人的创造意识、审美

创造素质和激发创造灵感上有积极有效的功能；在陶冶人的性情，净化人的心灵，

培养高尚的审美道德情操，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上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美术学科

使人获得美化生活的知识和能力，并能形成身心和谐发展的个性及人格。

二～研究的目的，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的目标、内容与方法

1．研究目标

在全球化的视野下，站在美术教育发展的前沿，了解国际美术教育的新动向，

考察与分析各国中学在美术学科统整领域的最近进展，分析比较各国的优势，并

从中获得启示，为我国的美术教育事业添砖加瓦。

《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研究》的具体目标如

下：

第一，探明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必要性；

第二，提出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理论依据；

第三，找出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教学中的问题，分析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途径，力求证明其可行性；

第四，论证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研究的可行性

和有效性；

第五，提供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进一步发展的理论依据与实践

方向。

2．研究内容

(1)基础理论研究

对相关基础理论中的观点进行梳理，并对相关名词进行界定。

(2)国内外文献研究

收集相关的文献资料，了解国内外相关的研究趋势。在此基础上，重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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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研究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文献资料。

(3)开发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成功教学案例

在理论研究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从多元美术教学的角度，开发以创新为核

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多样性和有效性的教学案例。

3．研究方法

·教学

·比较

·教科书
比较

·案仞

·介绍

·案例

·开发
# p ’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问卷调查、访谈记录)、比较研

究法和案例研究法，具体如下：

首先，采用文献研究法。围绕本研究课题，通过查阅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图

书馆和中国知网等书籍资源和网络文献库，汇集国内外相关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

统整的研究文献，包括书籍、期刊、杂志，以及网络等文献资料，归纳已有的研

究成果。获取国际美术教育的最新信息，分析其走向，对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提

出建议及展望。

其次，针对现今社会大众对创意的密切关注，对上海地区的创意产业园区进

行走访调查，包括对8号桥、M50、田子坊、尚街loft等和杭州地区的loft49创

意产业园区进行走访，了解创意工作者、商家、消费者、普通人等对创意人才、

创新思维等的态度。另外，针对研究内容，对位于上海地区的5所中学(真光中

学和北海中学等)的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对10名教师进行访谈，了解他们

对学科统整的看法，以及在学科统整中遇到的问题。

再次，比较国内外的美术教育的新发展，特别是各国在学科统整教学方面的

突出表现，为我国进行美术学科的统整教学提供有意义的借鉴与启示。

最后，选取若干学科统整的案例进行比较和分析，从中归纳出进行学科相统

整教学的特点、规律及注意点等，并尝试开发若干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

他学科相统整的中学美术教学案例，期待能够得到实践及反馈。

三、概念界定

(一)论文相关名词界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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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本研究还包括各种新兴艺术门类以及新的媒体科学技术。

4．统整

统整主要包括综合、融合、整合等一些名词，本研究定义为“统整”，指把

有内在联系的不同学科合并在一起进行教学。

5．创新型国家3

创新型国家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含义。狭义的创新型国家主要是指科学技术

和经济的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积极发展。而广义的创新型国家则是整个社会结构

的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全面进步。

6．创新型教妒

创新型教师指具有创新的素质和行为，以培养创新人才为己任，教育成果卓

著的教师。

7．创新型人矿

创新型人才是指既能继承前人的知识和成果，又能超越前人的成果，能够创

造性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具有首创精神的人才。

8．创造性思维6

本研究从三个方面比较全面地理解创造性思维的内涵：

创造性思维是重新运用已获得的知识／经验，提出新途径(方式／方法，方案

2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第258页．

3北京创造学会、创新型中国网著．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读本[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6年6月．

第2页．

4周萍．中学教师创新行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4页．

6北京创造学会、创新型中国网著．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读本[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6年6月．

第7页．

。许光明编著．创新思维简明读本[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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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并创造出新思维成果的一种思维方式；

创造性思维是在一般思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人类思维的最高级形式，

是人类思维能力高度发展的体现，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先锋

队、突击队；

创造性思维是多样思维形式优化组合的结晶——在创造性思维过程中，抽象

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非逻辑思维、发散思维／收敛思维，相互补充，各显

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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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各国以创新为核心，以美术为主

体的学科统整教学案饲

分析其各自的优势，提出可借鉴之处

结合我国现实的教育情况

开发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

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案饲爿叫爿■

卅





第一章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研究

9



第一节美术课程标准解读

中国美术课程标准解读

我国在推进素质教育过程中，更多地认识到美术教育在提高与完善人的全面

素质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随着课程改革，《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

验稿)》和《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相继由教育部制订并颁布实施。较

之于先前的课程标准，我们发现课程标准也与时俱进地加入了相关美术学科统整

方面的内容。

结合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对这两份课程标准中相关美术学科统整

的内容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7中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的梳理

2001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Ce-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

提出了一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突破，即强调要在美术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

引导学生积极探索美术与其他学科、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跨学科学习

活动。

在其前言和基本理念部分都阐述了这样一层意思，即要加强学习活动的综合

性和探索性，通过综合学习和探究学习，引导学生在具体情境中探究与发现，找

到不同知识之间的关联，发展综合实践能力，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学

生学习活动方式划分学习领域，加强学习活动的综合性和探究性’’是其设计思路

之一。所谓的学习领域，即“造型·表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和“综

合·探索”四个学习领域。姻1-1)特别是在“综合·探索’’学习领域，它
主要是指通过综合性的美术活动，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研究、创造以及综合解决

问题的美术学习领域。

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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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综合·探索"学习领域分为三个层次：伽卜引
1．融美术各学习领域(“造型·表现”、

“设计·应用”和“欣赏·评述’’)为一体；

2．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综合；

3．美术与现实社会相联系。

三个层次之间又有着不同程度的交

叉或重叠。

通过“综合·探索”领域的学习活动，

学生应达到以下目标： 图1-2

第一，了解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差异与联系，学习灵活运用各学科的知识

设计探究性活动的方案，进行探究性、综合性的美术活动，并以各种形式发表。

第二，认识美术与生活的密切关系，发展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开阔视野，拓展想象的空间，激发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望，体验探究的

愉悦与成功感。

“综合·探索”学习领域的教学，要求教师寻找美术各门类、美术与其他学

科、美术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连结点，设计出丰富多彩的“综合·探索”领域的课

程。在教学过程中，应特别注重以学生为主体的研讨和探索，引导学生积极探索

美术与其他学科、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跨学科学习活动。

在具体的教学实施中，《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也提出了

一些在教学过程、评价环节、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和教材编写方面的建议，提

供教师参考。

(二)<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8中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的梳理

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是与义务教育阶段的美术课程相衔接的，又有它自身的特

点。2003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进一步阐

述了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的教学和学习目标。其基本理念中提到，美术课程要面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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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生活和发展，引导学生逐步形成敏锐的洞察力和乐于探究的精神，鼓励想

象、创造和勇于实践，用美术及其与其他学科相联系的方法表达与交流自己的思

想和情感，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美术和其他学科的学习，并充分利用和开

发校内外美术课程资源，增加课程的多样化，为个性发展拓展空间。在内容设置

方面，为了满足学生多方面发展的需求，普通高中美术课程设置了以下五个内容

系列，即“美术鉴赏”、“绘画·雕塑”、“设计·工艺”、“书法·篆刻”和“现代媒

体艺术”。懈Jo夕在每个内容标准系列中均设有学习内容和成就标准，且均
涉及到了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如；在“美术鉴赏’’中，要求学生从美术

与自我、美术与社会、美术与自然等方面认识美术的价值和作用，让学生在文化

情境中认识美术。

图1—3

在具体的教学实施中，《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也提出了一些在教

学过程、评价环节、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和教科书编写方面的建议，提供教师

参考。

(三)中国现行美术课程标准中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的现状总结

在对《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

准(实验)》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发现我国义务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阶段的美术

课程标准中均提到了相关学科统整的目标与内容，均提到了关于“跨越美术学科

的学习”的目标。在美术教学中要引导学生用美术及其与其他学科相联系的方法

表达与交流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美术与其他学科的交

叉学习。

国外美术课程标准解读

(一)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中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的梳理

1994年，(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Goals2000：Educate America Act)

通过立法程序出台，其目的是为了改善并提高美国的教育质量，以期达到“世界



级水平”。同年，美国艺术教育协会联盟(NationalArt EducationAssociation，简

称N触巳A)制订出了《艺术教育国家标准》(National Standards for Arts Education)，

并定稿出版。《艺术教育国家标准》是美国学校艺术教育有史以来第一套在联邦

政府直接干预下，由四门艺术学科教育的全国性组织研制的课程标准。9

《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包括四门艺术学科：音乐、舞蹈、戏剧和视觉艺术。

各学科的内容标准均分为三个学段：幼儿园"--4年级、5"--8年级和9"--12年级。

成就标准也按照三个学段制订，在9～12年级中列出熟练水平和高级水平两个层

次，且包括若干条标准。

《艺术教育国家标准》10要达到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让艺术学科为其内部

价值而教，帮助学生在各学科之间形成各种联系，并指出各门艺术之间、艺术与

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这里不应混淆两种概念，其一，是“相关”，指学科之间

具体的异同；其二是“综合”，它与“相关”不同，综合不像相关那样把不同的

学科并置，进行比较和对照。综合在使用两种或更多学科的资源时，其方法是学

科之间的相互强化，并往往表现为多种学科之间的统一。同时，《艺术教育国家

标准》指出艺术在沟通和形成各学科之间的各种联系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无法相比

的优势。所以，艺术的教学能够并且应该利用这一优势，注重各门艺术之间以及

艺术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

视觉艺术部分的内容标准有以下六方面：

1．理解和应用媒体、技法和过程

2．运用结构和功能的知识

3．选择和评价一定范围的学科材料、符号和观念

4．理解视觉艺术与历史和文化的关系

5．思考和评估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点及优缺点

6．建立视觉艺术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在此，将“建立视觉艺术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作为六方面内容之一，证明其

重要性。

(二)<英国国家课程：美术与设计》中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的梳理

1995年9月，英国实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英国国家课程：美术》(The

National Curriculum for England：Art)。在这一美术课程标准中，学习内容包括

美术、工艺和设计三个方面。其学习计划(Program ofStudy)有三个特点：其一，

9美国艺术教育联盟编、刘沛译．艺术教育国家标准[J]，《中国美术教育》，1998年第5期．第31页．

如美国艺术教育联盟编、刘沛译．艺术教育国家标准[J]，《中国美术教育》，1999年第l期．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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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每一关键阶段提出学习目标；其二，强调发展实践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

力；其三，注重引导学生认识周围环境里美术、工艺和设计的作用。

1999年，英国教育部门对1995年实施的《英国国家课程：美术》进行了修

订，更名为《英国国家课程：美术与设计》(The Nmional Curriculum for England：

Art and design)，并于2000年9月在中小学正式实施。在新的课程标准中，包括

了“学习计划’’和“成就目标”两大部分。该课程旨在拓展学习领域，并加强这

一学科与社会、生活等领域的联系，其主要特征有以下四点11：

1．重视引导学生探究视觉、触觉的元素，逐步提高对不同材料、创作过程和

实践活动的认识和体验。

2．注重发展学生的想象能力与创造能力。

3．引导学生掌握并增进创作实践和艺术批评的各种技巧，并认识美术、工艺

与设计在学习和生活中的作用。

4．重视对学习过程和成就的自我评价。

(三)新西兰的<国家艺术课程标准》中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的梳理

自1995年起到2002年，历时7年时间新西兰的《国家艺术课程标准》12终

于在全国1,--．10年级的学生中实行了。它同样包括四个艺术学科：舞蹈、戏剧、

音乐和视觉艺术。

在新西兰的《国家艺术课程标准》中，对艺术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

艺术学科与培养学生各种能力的关系、艺术学科的态度与价值等都进行了阐述。

在“艺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指出，

艺术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会产生适当的、

有意义的联系，学生通过跨学科的活动可

促进其他学科学习的提高。尤其在小学和

中学的课程中，艺术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更

为密切和频繁。为此，教师在教学单元中

可综合一门或多门艺术学科根据谈话、设

置主题或学生的探究等方式进行教学。

新西兰国家艺术课程标准中，对艺术

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例

如，与语言和语文学科的关系、与数学学

／’一、。
， 、

f 体育7’
、． ／／
＼、～夕7

，，一’t、

j社会、
i科学I
＼ ，

＼、—，／

[数学
、． ／＼．／

图1-4

”钱初熹．当代发达国家艺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80页．

n胡知凡．新西兰的国家艺术课程标准[J]，《中国美术教育》，2002年第3期．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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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关系、与科学的关系、与技术的关系、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与健康和体育的

关系等渊J叫夕在这些艺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抓住了学科之间存在
的关联，强调他们之间的相互统整，使学生在各种学科知识背景中，进行思维、

学习、操作和体验等方面的教育，有利于学生创新意识、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培养。

(四)国外现行艺术课程标准中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的现状总结

近年来，国外许多国家都对其课程标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除了上述提

到的美国、英国和新西兰外，还有例如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Russian)公

布了《普通基础教育国家标准(草案)》、1993年，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Australian

Education Council，简称AEC)制订了全国课程规划、1998年，日本文部省公布

的《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高中)。这些课程标准中的美术课程都属于艺术学

科课程类型，都注重艺术门类之间的联系。总之，在这些国家中小学美术教育的

改革中，均跨越了传统“纯绘画”或“纯艺术”的范畴，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

的学习领域。



第二节国内外相关学科统整的理论研究

本节中将梳理相关国内外学科统整的理论研究分为期刊杂志类文献和专著

书籍类文献。理论文献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对国内外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的理论进行

梳理，追溯其一路发展至今的脉络，并通过整理和分析，了解我国在以美术为主

体的学科统整教学中的现状，找到目前研究中的问题及局限性，力求使本研究能

立足于前人的步伐有所超越。

一～国内相关学科统整的理论研究

(一)<中国美术教育》中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类文献的理论研究

以《中国美术教育》杂志为文献资料，对其中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类的文献资

料进行研究，了解到这30年来在美术学科统整领域中的研究现状及成果，并预

测未来对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类文献研究趋势以及对研究的必要性。

1．‘中国美术教育》杂志的概况

《中国美术教育》杂志的前身是《美术教育通讯》，创办于1980年，创刊之

初是南京师范学院内部发行阅读的刊物。1984年改名为《美术教育》并在全国

发行；1989年正式更名为《中国美术教育》，由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委办。从

1980年到2009年30年的光阴中，《中国美术教育》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不断

洗礼，如今已发展成为国家级美术教育权威期刊、全国美术教育类核心期刊。它

如实地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校美术教育的发展历程，同时它已成为广大美

术教师们相互交流教学成果等信息的平台，为我国学校美术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

2．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类文献的概述

我国美术教育学者对美术学科统整研究的关注起步较晚。在《中国美术教育》

杂志中，关于美术学科的统整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出现，主要归因于当

时美术课程标准制定工作的展开，美术教育理论研究者除了开展对美术学科独自



特点、美术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等方面的课题研究以外，开始致力于美术学科

与其他学科相联系等方面的课题研究，这才有了针对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间相统

整的研究。经不完全统计，在这30年里大约有17篇相关学科统整的研究，且大

量集中在2000年至2005年这6年间。

(1)文章篇数分布情况

以下是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类文献的统计资料。

1)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类文献的篇数统计与分析

表1：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类文献的篇数分布袁

年份 1980年"-'1989年 1990年,--．1999年 2000年"--,2009年

篇数 0篇 1篇 16篇

总计 17篇

2005年第1期中，仲信生的《美术课程资源的整合(续)》是2004年第6期仲
备注

信生的《美术课程资源的整合》的续篇，故视为同一篇。

相关。美术学科整合”类文章篇数分布图

1 980年"'1989年

图1—5

分析：根据“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类文献的篇数分布图表”的数据统计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美术教育》杂志陆续刊登出相关

美术学科统整类的文献，共有17篇，且大量集中第三个十年间，有16篇。

2)1999年至2007年间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类文献的篇数统计与分析

表2：1999年至2007年同相关_美术学科统整一类文章篇数分布表

：I 17 I 27 l 2：1 l 2：2 l 2：3 I 27 l 27 l 27 I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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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1 1 1 2 1 4 6 0 1

敦

总计 17篇

2005年第1期中，仲信生的《美术课程资源的整合(续)》是2004年备注
第6期仲信生的《美术课程资源的整合》的续篇。故视为同一篇。

5

4

二 2
：

O

1999年至瑚7年问相关。美术学科整合”类
文章篇数分布图

_1999年_2000年一2001年z 2002年一2003年_2004年_2005年·2006年_2007年

图1—6

分析：通过对“1999年至2007年间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类文献的篇数统计图

表”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类文献在1999年至2007年间的具

体分布情况。其中1999年至2003年间，每年至少有一篇论述相关美术学科统整

类的文献刊登。到了2004年、2005年情况有所转变，2004年、2005年分别有4

篇和6篇文章刊登。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足为奇，它正符合了我国课程标准推行的

进程。在2001年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之前，已有

两位学者关注到美术学科统整的研究。而在2003年4月，教育部正式颁布《普

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之后的两年间，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类文献的篇数

明显增多，两年间就有10篇文章。原因就在于在这两个课程标准中，都涉及到

了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间关系的内容。例如，在《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

(实验稿)》的学习领域中提到了要模糊学科门类的界限，特别是在“综合·探索”

学习领域中，要引导学生积极探索美术各门类、美术与其他学科、美术与社会生

活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跨学科学习活动。在《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的五个系

列的研究性学习中，都涉及了与其他学科相联系的内容。

(2)文献内容分布情况

l 表3：相关关术学科统整类文献的内容分布情况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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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术学科统整课程教学的介绍、认识、开发、实施和建议 6篇

艺术与科学相统整的文幸 4篇

国外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的文章 3篇

美术学科与音乐学科相统整的文章 2篇

中外美术学科统整课程与教学的文章 2篇

总计 17篇

相关。美术学科整合”类文章的内容分布图

田外相关美术学 美术与音乐学科 中外美术学科整

艺术与科学相整

合的文章
23％

图1—7

分析：根据“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类文献的内容分布图表”的统计分析，我们

可以看到在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类文献中，关于美术学科统整的基础理论研究居

多；艺术与科学学科的统整研究其次；介绍国外美术教育中这方面研究的近况的

文章居第三位；位于最后的是美术与音乐相统整的研究和中外美术学科统整比较

介绍类研究。在以美术学科为中心，统整其他学科的研究，仅涉及到了科学与音

乐学科，缺乏与其他学科统整的研究和实践，学科统整的范围还十分狭窄。在今

后的研究中应广泛涉及与其他学科统整的理论以及教学实践。

3．结论

1999年，程明太(中国美术学院)首次在《中国美术教育》杂志上发表了

《21世纪中小学美术综合课程体系的思考》一文，他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中国

美术教育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提出并设计了面向新世纪发展的“美术综合课程体

系”，即以美术教育为主体，综合多学科而形成的一种具有综合性质的美术课程

体系。这一大胆设想反映了当时一种主张美术进一步与其他学科相融台的倾向，

但在今天这一设想已得到了实践，并且有着多学科进一步统整的趋势。至2010

年以后，科技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创新型国家的创建凸显出了

对创新型人才的极大需求，而学科间的统整正是培养这样一类人才所需要的。因

此，我们要关注学科统整的教育，进一步推进以美术为核心统整其他学科教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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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研究。

从《中国美术教育》杂志的美术学科统整类文献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

到在中国美术教育30年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美术学科统整研究在后10年才

有所涉及，且统整范围较狭窄。期望今后的研究可更多地涉及与其他学科相统整

的研究，以丰富美术教育的新发展。

(二)国内学者专著中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类文献的理论研究

19世纪末在我国已出现了美术学科统整的教学理念，它伴随着社会的发展

和素质教育的推进，愈发成熟。美术学科的统整教学致力于学生的全面综合的发

展，通过美术教育使各种学科知识贯穿在一起，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有效途径。

笔者研读了5篇国内学者的相关学科统整类的论文，包括王大根(上海师范

大学)的《美术教育的跨学科学习》、郭祯祥(台湾师范大学)的《艺术教育的

变动与展望》和纪明义的《综合艺术的学与教》等。其中，纪明义在《综合艺术

的学与教》一文中探讨了“视觉艺术配合跨科学习’’对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及学习

动机的成效，藉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效能。研究采用观察研究法，进行课堂录像，

再辅以分析课堂观察量表、问卷及访谈的方法做质性分析。最终得出研究结果：

透过“视觉艺术配合跨科学习”能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及学习动机。王大根也指出

美术教育中的跨学科学习不仅在认识论、思维、表达手段上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

综合能力。而郭祯祥在《艺术教育的变动与展望》一文中，阐述了透过艺术的教

育或将艺术融入的全面性课程中，将有助于培养学生认知技巧，包括辨别、分析、

反省、判断等能力的培养，并能进一步将该类能力应用在其他领域，整合不同来

源的资讯，建构新观念，进行全面性的思考，这些特质正是目前教改的大目标，

也是下一代成功的基础。

在对专著的梳理中发现，程明太(中国美术学院)、林桂光(香港教育署)

在《艺术综合教学探究：课程研究、课例与评析》一书中列举了四种艺术课程的

主要类型，即艺术学科群课程类型、分科课程类型、合科课程类型和其他的课程

设计类型，并对各种课程分类进行了表述。张翁伟仪、冯笑娴(香港教育学院)

所著的《课堂上的艺术综合学习》一书，论述了进入21世纪，香港的课程改革

提倡摒弃专科独立教学的模式，所有科目被归纳为八大学习领域。课程发展议会

除了提倡艺术教育学习领域内的跨学科学习教学外，更鼓励跨越学习领域的学

习，让学生获得更连贯、更生活化的学习经验，并探索在整合的理念下，教学的

立体化、网络化、系统化、环境化。滕守饶(中国艺术研究院)在《理解与实践



高中艺术新课程——与高中艺术教师的对话》一书中提出综合艺术教育是一种开

放的、不断更新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也认为综合艺术教育担负着“黏合剂”的角

色，将人与体验直接联系起来，在语言与非语言、逻辑与情感之间架构桥梁，把

学生零星的知识碎片整合起来，使学生割裂的心灵重新聚合，并列举了在艺术课

程教学实施过程中，经常使用两种教学模式：一科切入、兼及数科；多科综合、

兼容整合。

这些学者在关于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统整方面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也都

比较有力地展望了教学统整的未来。

二～国外相关学科统整的理论研究

(一)跨学科主题单元教学伯

美国教育学家罗伯茨和理查德(Patricia L．Robe,s&Richard D．Kellough)

提出了跨学科主题单元(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Unit，简称ITU)的教学模式。

他们认为，跨学科主题单元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指导策略是教师职业的新标志。

跨学科主题单元教学是指一种计划和组织教学内容的方式，目的是将分散的

学科知识整合在一个方案中。这个方案与学习者的发展需要相匹配，并有助于将

学生有意义的学习方式与他们当前和过去的学习经历联系起来。同时提出了课程

统整的目的：

· 帮助学习者学习：通过个别化和人性化教学，帮助学生选择适合于他们各自

的学习方式。

· 促进学习者学习：当学生共同学习，成为独立的问题解决者时，学习对他们

来说就容易了，事情也就不那么难了。

· 动员学习者参与：课程统整能使学生直接地、有目的地、有意义地参与到学

习中；它为学生提供了学习自己所需知识的机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而

不是让他们仅仅学习课程上讲授的特定内容。

· 促进学习者理解：课程统整促使学生理解学习是相互作用的过程。跨学科的

知识是极为复杂、相互联系的，学习的过程就像生活一样，是完整而相互联

系的。学生不是学习一堆互不关联的零碎知识、科目、问题、不相干的技能

”(美)Patricia L．Roberts，Richard D．Kellough著．李亦非等译．跨学科主题单元教学指南[M]．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3月．序言、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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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课程是以综合的方式进行的，而不是每天教授互相分离的科目。

作为教师职业的新标志，跨学科主题单元为学生适应21世纪的要求提供了

有意义的途径。这种要求与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和计算机快速通道密切相关。

(二)综合学习

日本开放式教育启蒙者加藤幸次(日本上智大学)在《世界课程改革趋势研

究》中，根据其提出的“综合学习”，将综合学习分为学科式综合和生活式综合

两大类，并在这两级之间，依次区分出五种类型的综合学习模式：学科式综合、

合科综合、科际(跨学科)综合、生活式综合和兴趣综合。其中，学科式综合正

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即以一门学科的概念或体系为中心，在单元中加入一门

或数门其他学科的部分内容进行综合性教学。在单一学科内设计综合单元，联系

其他学科内容实施该学科的教学。

(三)情境中的整合教学法14

比利时的易克萨维耶·罗日叶(Xavier Roegiers，比利时法语区教育和工程所)

在2010年出版了《整合教学法：教学中的能力和学业获得的整合》一书，书中

提到整合教学法认为，学校教育应该把发展学生能力作为最终目标，应该让学生

能够学会作为公民自主、积极地在社会中生活，它努力把儿童发展和学校这一组

织机构联系起来。

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关键点——情境。罗日叶认为，复杂的

情境是整合教学法的关键概念，只有当学生在有意义的情境中对已学习过的东西

(知识和技能)整合地加以调动的时候，学生们才能真正地掌握能力。在真实的

教学中，建议教师采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教学：各科教师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可以

是一个月)按照自己所了解的最好的教学方法向学生详述各学科的知识。在接下

来的一周或两周的时间里，停止让学生获取新的知识和技能，而是整合若干学科，

向学生提出一些复杂情境，要求他们调动先前己获得的资源进行探索学习。这就

是“整合时期’’。之后，教师重新安排一个月的时间让学生再次进行知识学习，

然后再安排新的整合模块，直到学年结束。御，昭夕

“(比)易克萨维耶·罗日叶著．汪凌译，整合教学法：教学中的能力和学业获得的整合[M]．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第l～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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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国内外中学美术教学现状的研究

一～国内中学美术教学现状的研究

(一)上海基础教育概况

上海是中国四个中央直辖市之一，位于我国大陆海岸线中部的长江口，面积

约O．7万平方公里；其人口总量约2千万人(截止2009年)位居全国第三位(仅

次于北京和重庆)。坫

上海是一个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特质的城市，作为中国基础教育最发达、最

早实施和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地区，它的基础教育也能体现一定的包容精神。

上海基础教育的基本学制为“五四三”分段，即小学5年、初中4年、高中3年。

在上海市中小学中普遍开展艺术教育和科技教育使中小学生的艺术欣赏能力、艺

术表现能力和审美情操以及科技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在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的指

导下，中小学校的教学组织与管理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学校有一定的课

程自主权，学生可以自主选修课程，教师因材施教，积极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个性

特长和兴趣爱好，鼓励学生扩大知识面和提高创新、实践能力。上海的校外教育

也较为发达，全市有市、区县、乡镇(街道)各级各类少年宫、青少年科技指导站、

青少年活动中心、社区少年之家、儿童乐园等近200个。坩

(=)香港中学美术教学现状研究

位于中国珠江口的东侧，面朝南海与深圳经济特区相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China，简称HK SAR)面积约1104平方公里，人口超过700万人。由于历史

因素使得香港成为了将华人的智慧与西方社会制度的优势合二为一的地方，以廉

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以及完善的法治闻名于世。

香港的教育是其公共开支中最大的项目之一。政府设有学生资助计划，确保

学生不会因经济问题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香港的基础教育制度实行十二年免费

15上海[E]．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rn／view／1735．．htm#7．引用日期：2011年02月22日．

”基础教育[E]．上海教育．http：／／ww．shmec．gov．cn／web／concept／show article．php?article．一id=363．

发布日期：2011-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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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为全港适龄的学龄前儿童、小学生和中学生提供三年制的学前教育、六年

制的小学教育及三年制的中学教育。17香港的小学美术学科称为“美劳科；香港

的中学美术学科称为“美术与设计科”。嵋

2002年6月，香港政府发表了《学会学习——终身学习，全人发展》的教

育改革文件。文件中将“课程统整”作为其课程发展的取向，强调“全方位学习

概念”，引入“专题学习”教学设计，鼓励“跨学科领域”及“跨学科”的课程

编排。19

(三)澳门中学美术教学现状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20，简称“澳门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辖

下的特别行政区之一，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珠江三角洲西侧。2009年11月统计

的澳门面积为32．8平方公里，截至2008年9月澳门的居住人口约为55万人。

澳门负责基础教育的政府部门是教育暨青年局，教青局负责执行教育政策，

发展各类教育，为教育机构的良好运作提供所需条件。在澳门，5～15周岁的未

成年人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包括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和回归教育，共80所

学校；公立学校有11所，私立学校有69所；只提供正规教育的学校有69所，

只提供回归教育的学校有3所，同时提供正规和回归教育的学校有8所。为促进

艺术创作方面的相互交流，教青局提供展览和演出的空间。青少年展艺馆经常举

办展览及演出活动，包括立体视觉艺术、玩具模型、收藏品、摄影、装置、陶瓷、

演唱会、音乐演奏会、访谈节目、放映会、戏剧活动等；同时，教育资源中心亦

设有展览厅，专供教师、学生及教育团体展示艺术作品。21

在澳门的课程大纲中没有任何形式的综合性学习安排，其视觉艺术课程倡导

媒介学习，学习内容分为“探索和体验”、“创意思考”、“美术与生活”和“视觉

语言”四类，为学生提供不同社会文化情境的探讨，推动全方位学习。22

(四)台湾中学美术教学现状研究

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北侧的台湾岛23是中国的第一大岛，它位于祖国东南沿

海的大陆架上，面积约为3．6万平方公里，截止至2010年11月人口约为2300

”香港[E]．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607．htn引用日期：2010年11月10日．

”徐建融、钱初熹、胡知凡．美术教育展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97、102页．

”程明太、林桂光．艺术综合教学研究、课例与评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第3页．

”澳门[E]．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rn／view／2816．htm-引用日期：2011年1月12日．

“澳门教育概览[E]．教育暨青年局

http：／／肿．dsej．gov．mo／、webdsej／咖／inter dsej__page．php?con=grp_about／macedu．html．引用日期：

2011年2月22日．

2程明太、林桂光．艺术综合教学研究、课例与评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第4页．

。台湾[E]．http：／／zh．wikipedia．org／zh／％E5％8F％BO％E7％8I％A3．引用日期：2011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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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在历史上，台湾先后被西班牙、荷兰、日本占领，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

重归中国的版图。

台湾的基础教育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具体学制为国民小学六年制和国民中

学三年制的义务教育。台湾小学美术学科称为“美劳科”；中学美术学科称为“美

术科”。24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随着台湾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变化，中小学教

育也逐步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筠伽J书夕

7·从普及提高
；向均衡发展

l转型匦
_‰∽m／7 ’魄嘲嘲喇蟛∥。

台湾中小学教育的四大转型

图1-9

1998年，在台湾的教育改革中取消了美术、音乐等艺术门类，将艺术课程

统整在“艺术与人文”学习领域内，在其他三个学习领域内也都涵盖了“视觉艺

术”、“音乐"和“表演艺术”三种艺术形式。筠

(五)案例分享

· ‘我眼中的艺术瑰宝——中华鼎》船教学案例

时 间：2010年9月13日

地 点：上海市真光中学

课程名称：我眼中的艺术瑰宝——中华鼎

课程类型：单课时

授课教师：M老师

授课年级：初一年级

学科统整结构：懈Jo∞
课程的知识结构：“觋留JoJ／)

图1—10

“徐建融、钱初熹、胡知凡．美术教育展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120页．

”黄新宪．台湾教育的历史转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87页．

”程明太、林桂光．艺术综合教学研究、课例与评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第2页．

27案例资料来源于上海市真光中学美术教师的教学案例。



教学过程：

广———jL——_、

I成语|1．．。．．．．。．．．J
图1—1 1

。欣赏与交流一环节

美术：欣赏鼎的Iii片，了解鼎的外形、由来和价值

语文：引导学生从鼎的字形来理解其结构，并讲述与。鼎一有关的成语

弋夕
l 。探究与思考"环节

l 欣赏和观察鼎的图片，引导学生讨论鼎的种类、结构、纹饰及特点等

弋夕
“尝试与评价"环节

关术：运用刮蜡纸进行鼎的纹饰创作

音乐：渲染文化氛围，为学生创作播放中国古典音乐

V
搿拓展与引申一环节

美术：欣赏中国古代鼎的艺术瑰宝

历史：追溯鼎的历史，了解在历史中流失的艺术瑰宝，引发学生的共鸣

教学分析：

《我眼中的艺术瑰宝——中华鼎》这一课，将切入口细化至吉祥纹样——青

铜鼎纹样，着重带领学生从鼎的相关知识以及鼎上纹样的构成和排列来探究鼎文

化，意在激起学生对中华艺术瑰宝的关注。

M老师在授课中两次用到了音乐作为美术欣赏和创作的辅助。美术和音乐这

两门艺术领域内的学科统整似乎大部分都停留在这里，没有得到适当的突破。值

得高兴的是这位教师在授课的导入环节“欣赏与交流”中涉及到了语文学科的知

识；在教学的最后环节“拓展与引申”中，涉及到了历史学科的知识。先是以鼎

的外形引出“鼎”这个字形，又在讲解鼎的作用和价值后，举例了“一言九鼎"

这个成语，并让学生以“鼎”字为例，进行成语接龙。众多学生都能一下子联系

到语文中学到知识，如三国鼎立、鼎力相助等。最后，在让学生回顾在历史事件

上我国所失去的珍贵国宝(商双羊尊等)，寄予学生对我国艺术瑰宝的情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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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学生共鸣，将学生的思绪牵引到了历史记忆中。在整堂课的教学中教师十分连

贯地将语文、历史、音乐与美术学科统整在一起进行教学，学生也在这样的教学

中不断触动自己的思维在各种学科间游走。学科统整教学很好地为教与学服务。

二、国外中学美术教学现状的研究

(一)美国中学美术教学现状研究

美国(United States ofAmerica)是一个由五十个州和一个联邦直辖特区组成

的宪政联邦共和制国家，位于北美洲，国土面积超过962万平方公里，位居全球

第三，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其人口总量也超过3亿人(截止2009年)。

在美国，州或地方政府责任该州或该地方的教育管理，而联邦政府教育部可

以通过控制教育基金来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州或地方的公立学校向幼儿园阶段

至12年级的学生提供义务教育。除了上公立学校，家长也可以选择在家教育孩

子，或送他们去教会或私立学校。

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基础教育的质量，曾启动了多项教育改革计划，例如1990

年的《国家教育目标》(TheNational Education Goals)、1994年的《1994年中小

学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educationact of 1994)、1999年的《1999

年全体儿童教育优异法案》(The Education Excellem forAIl ChildrenAct 1999)等。

1994年，全美艺术教育协会(Consortium ofNational Arts Education Associations．

简称CN—也～)出版了《每一个美国年轻人在艺术学科中应该知道什么，能做什

么》麴，在这一文件中给出了K-4年级、5-8年级和9-12年级的视觉艺术、舞蹈

和戏剧的标准。2000年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案》(Goals 2000：Educate

AmericaAct)中增加了艺术、外语等学科进入核心课程的科目里。在《美国2000

年教育策略》中提出了四项“教育策略”，其中一项是“创建满足未来21世纪需

要的新型美国学校”29。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主要以引导和开发学生的创造力为主，

彰显学生的创新能力，学校培养的毕业生是能在社会的众多领域做出积极贡献的

人才。

(二)英国中学美术教学现状研究

英国，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杨燕燕．国外课程改革政策及其价值取向[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76页．

”杨燕燕．国外课程改革政策及其价值取向[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59页．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是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组成的联

合王国，位于欧洲大陆西北面，而其本土位于大不列颠群岛。英国国土面积24．36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0万(截止2008年)。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和开放思想的社会。∞

英国教育一般分为五个阶段渊卜J缈。其中，对年龄在5～16岁儿童实
行义务教育制度伽，07上《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以法令条文的形式规定
了，从1989年起全国所有公立中小学实行统一课程，包括核心课程和基础课程。

核心课程包括：英语、数学、自然科学3门课；基础课程包括：现代外语、技术、

历史、地理、美术、音乐、体育7门课，共10门课。开设这些课程面的目进学

生在精神、文化、智力和身体方面的发展；为学生今后的成人生活预备机会、责

任感和经验。31公立学校的学生免交学费，而私立学校则需要收取较高的费用，

学生多为富家子弟，师资条件与教学设备也比较好。英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

达的国家，拥有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水平，是近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发源地。

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也拥有一大批世界上最项尖的高等学府，为

英国和世界培养出许多杰出科学家和政治家等。32

、、
舔

图1—12、图1-13

”英国[E]．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565．htm#．引用日期：2011年1月12日．

”钱初熹．当代发达国家艺术教育理论与实践[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11月．第78～79页．

矩英国[E]．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565．ht耐．引用日期：2011年1月12日．



(三)日本中学美术教学现状研究

日本(日本国)是位于亚洲大陆东岸外的太平洋岛国，领土由北海道、本州、

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3900多个小岛组成。国土面积约37万平方公里，截止至

2009年人口约13000万人。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起一直是世界公认的第

二号资本主义经济强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被称为“日出之国”。日本为单一

民族国家，国内大城市主要有东京、大阪和神户等。

日本学校教育分为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四个阶段，学

制为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其中小学到高中为12年义务

教育。33日本的美术教育注重学生的体验和探索，重视通过美术创造活动的过程

培养学生创意思维能力和交流能力。

(四)案例分享

· 。鸟类嘉年华一教学案例

时 间：2008年

地 点：英国伦敦(London)的艺术工作坊(Workshop)

课程名称：鸟类嘉年华(Carnival ofthe Birds)

课程类型：单元课程 学科统整的结构关系

授课教师：朱迪和特里尔迪(Judy Cam& ，，，，，一～~|、、

Trilby Lawl。r)
，，，，，7，，，，，，，一一～、、＼、、、、、。

授课年级：KSl-2学段 j，一、／ ‘＼，—、．I、I

教学用具：木质人体模型、鸟类结构图、．Ilt生物 视觉艺采f物理：

教师示范作品等 j、V≮＼ ／’、—／，，

学生用具：木板、铁丝、胶水、彩纸、剪 、、、ii主翥玉磊i1，，／
刀、画笔等 -l：：=I⋯_一二；卢。

学科统整结构：姻，●擘夕 图1-14

这是一则英国小学阶段(KSl．2)的美术教学课例34。来自伦敦市不同地区

三所学校的小学生利用一天的时间，来到由政府出资的艺术工作坊，完成一个与

狂欢节有关的主题雕塑创作，题为“鸟类嘉年华”。

清早，三所学校的小学生分别身着红、绿、蓝三种颜色的上衣，胸口还别着

胸卡。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非常宽敞而明亮的大教室，里面充满着各种形式的美

术作品，中间是一排排大而长的方桌，四周还摆放着书架和存放工具材料的箱子。

”日本[E]．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rn／view／3565．ht耐．引用日期：2011年1月12日．
弘根据所观看的录像资料进行描述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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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的艺术工作坊是为学校、教师和学生提供一个学校无法满足的艺术

空间，旨在让学生大胆地尝试各种艺术形式，尽情发挥自己的表现能力。在本堂

课中主要是让学生借助人形和鸟形来表现狂欢节中的小鸟，创作一组人和鸟相组

合的主题雕塑作品。这一教学活动共分为以下七个环节：悯J●引

e羹0 i计lt．0窑0量0薯。 蕃0蓉

图1—15

第一环节：确定主题，收集素材

这是基于狂欢节的主题雕塑创作活动，教师以一些历史背景和相关的参考图

像展开教学，启发学生回忆曾经历过的狂欢节活动，学生自由发言，描述自己的

狂欢节经历和对节日的感受。

点评：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在导入环节中，教师直接切入主题，将

学习内容与学生以往的生活体验联系在一

起。与学生一起观看各种鸟类的图片图像，

分析和研究图像中各种鸟的形象和结构，用

人形木偶来分析人体的结构，为学生下一步

设计草图做好准备。姻Jo卯
第二环节：分组合作，设计图稿

图1-1 6

学生根据鸟和人形的结构设计图纸

教师将全体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并为每个小组事先准备好简易木头人(关节

可以活动)和一些鸟类图片的复印件。提示学生在设计雕塑作品的草图时，要注

意观察木头人的动作并参考图片分析鸟类的结构，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然后完成

设稿。学生十分专注地进行设计，期间教师举已完成的设计图为例，运用赞赏性

的语言进行点评，比如，颜色非常艳丽、造型奇特等。

点评：尊重原创，鼓励创新

此环节中，教师非常注重学生的原创设

计，并不断从旁启发学生的思维。从设计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教师和学生对图稿设计环节的

重视程度。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第三环节：分析材料，示范技法
图1—17

教师进行技法示范



教师用一个已完成的雕塑模型来讲解各种材料的特性，并示范了几种必要的

技法(例如，铅丝的弯曲技法、胶带的粘贴方法等)。同时，提示学生一些需要

注意的安全事项，然后指导学生制作出一个有底座的人形结构。悯J—J力
点评：点到即止，自由探索

教师的示范在这一环节中是十分重要，而这俩位教师所作的示范可谓是点到

即止，只做了基本的技法示范，进一步的还需学生在创作的过程中自己发觉。所

以就既做到了示范又通过示范激发了学生的思维。

第四环节：填充人形，丰富外形

在人形结构底座的基础上，学生运用纸、胶带等材料，根据设计图，填充出

饱满的人形。教师还询问学生设计的意图，学生清晰地表述了自己的设计意图，

并指出是参考何种鸟类进行拓展的。

点评：动手实践、自主探索

这一环节中，首先教师强调要根据

自己的设计图来完成作品；其次，教师

让学生运用各种材料的组合来填充满

人形，尝试各种的可能性，这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第五环节：添加翅膀，人乌组合

教师用己完成的一件雕塑作品来

讲解如何将人形转变成鸟形，使之成为一

图1—18

合作完成雕塑的底座

件组合的雕塑作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始终用启发式的语言来让学生思考如何

在人形的基础上添加鸟形，思考鸟的翅膀的结构，并强调雕塑作品体感和质感的

表现。

点评：互帮互助，迎难而上

这一环节中，教师将教学重点放在启发学生自主解决在人形转变为鸟形过程

中所遇到的困难，其中最突出的困难是如何让雕塑垂直站立，这里牵涉到物理学

科的知识，教师通过与学生共同探讨和鼓励学生不断尝试来解决这一问题。仂
图卜18)

第六环节：根据主题，装饰外形

教师为学生提供了各种彩色纸张进行装饰，并要求学生根据各自所设计的不

同风格为雕塑进行装饰。在学生完成装饰雕塑任务后，老师要求学生为自己的作



品做最后的完善，然后放置在前面的展示台上，

点评：装饰作品，点缀人生

这一环节中，学生的雕塑作品己初具规模，

供了相当多的材料，学生发挥得十分尽兴。

第七环节：展示作品，相互评价

进行下一环节的教学。

只剩下最后的装饰。由于教师提

学生陆续将作品放置在展示台上，教师和学生围在一起进行评价环节。教师

从雕塑的造型、色彩、技法等各方面，对学生作品一一评价。期间还穿插有学生

的自评和互评。在整堂课中还涉及教师在各环节中对学生阶段性的作品的评价。

点评：相互评价，共同进步

在评价环节中，这两位教师交替为学生的作品进行点评，并能从造型、色彩、

技法等各方面指出学生作品的优点。此举既能鼓励学生的信心又能激发他们进一

步创作的欲望。

在对这堂课的观察与分析中，可以看到教师非常注重学生的创意、动手等能

力。在教学中涉及的其他学科的知识，教师运用启发式和探讨式的形式进行教学，

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探索意识和创意精神。



第四节 中美中学美术教学的比较研究

一，中美中学美术教学的概况比较

(一)中美两国课程标准的比较

对于国内外课程标准的解读已在前面第一节中作出了陈述，本节选取中国教

育部2001年7月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和1994年美国艺术教

育协会联盟制订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对其中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的内容进行

比较，得出以下结论：

1．相同之处

· 认识性的统一

两国课程标准中体现出了在学科统整认识上的一致性。在其课程标准中提倡

在艺术(或“视觉艺术”)与其他艺术学科间、美术与其他学科间进行统整教学，

发挥美术学科的独特作用。

· 对学科统整教学的目标明确

课程标准中提出要将学生的学习和他们的经验联系起来，培养学生在美术学

习中体验生活与自然，以便更好地理解完整的世界。，激发创造精神，形成基本

的美术素养，陶冶高尚的审美情操，完善人格。

· 分学段对课程加以说明

按照学生的年龄进行划分，分学段对课程内容加以详细的说明，从低学段到

高学段，课程标准对学习内容也作了相应的提高。

2．不同之处

我国的《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中不涉及艺术的其他门类，将美术

分为“造型·表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和“综合·探索”四个学习领域

加以描述。而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中将美术称为“视觉艺术”，另外还

有舞蹈、音乐、戏剧的课程内容。而视觉艺术的标准中分为内容标准和成就标准。

C--)中美两国教育改革政策的比较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3j概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纲要．中国教育网[E]．http：／／vnnr．edu．cn．发表日期：2010年7

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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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必须

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

2010年5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

育规划纲要》。它是21世纪我国第一个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是今后一个

时期指导全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优先发

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需求，实现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

意义。

《教育规划纲要》对我国各阶段的教育(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

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民族教育和特殊教育阶段)、体制改革(人

才培养体制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办学体制改革、管理

体制改革和扩大教育开放)和保障措施(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保障经费投入、加

l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
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全面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立足社会主叉初级阶段基奉国情，把握教育发展阶段
性特征，坚持以人为奉，遵循教育规律，面向社会需求，优化结构布局，提高教育
现代化水平．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把育人为奉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

-耙改革剖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

·把促进公平作为国享基本教育藏蓑．

·拉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

·到加勾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涿强国行列．

-实现更高水平的鲁及教育．

·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

-鬟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

-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

-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剞．

-坚持德育为先。

。兰尊譬：妻孝· 图1—19
-坚持全面发展． 一



快教育信息化进程、推进依法治教、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和加强组织领导)分别

作出了明确的细则，加以说明。《教育规划纲要》的第十一章重点介绍了人才培

养体制改革的相关内容，包括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

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佣J●纠
2．<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计划’

2001年的“9·11’’恐怖事件发生后，让美国政府遭受十分严重的打击，也

使得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在此之前，美国政府提出的{2001--2005

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 2001--2005)也随之终止，并重新发布了《美国教育

部2002--2007战略计划》(U．S．Departmem of Education，Strategic 2002--2007)。

该战略计划在《2001—2005战略规划》和2001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计划的

基础上加以完善，为美国未来五年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它使得达成这些目标

——提高学生的成就、灌输坚定的品格和公民精神、改进教育研究的质量等等，

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紧迫。以下是战略计划的核心目标和六大战略目标朝：仰
图卜20)

l核心目标

·楚立愈加完备的教育管理俅翻，提高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质量，以及深化教育研究水
平．

1六大战略目标
’

I、一一 ．———。．。．．．．．．．．．．．．．．．．．．．．．．．．．．．．．．．．．．．．．。．。．．．。．．．．．．．．．．．．．．．．．．．．．．．．．．。。．．．。．．．．．．．．．．．．．．．．．．．．．．．．．．．．．．．。．．．．．．．．．．．．．．．．．．．．．．．．．．．．．．．．．．．．．．．．．．．．．．．．．．．．．．．．．．．．．．．。．．．．．．．—．．．j

-f连克满威蓝毒的文亿氛田．

·提高学生成绩．

·保护学校安全。培养学生暨置的品格．

·使教育成为重实证的领域．

·提高教育质量和入学牟．

·在教育郝内建立优质管理．

图1-20

3．总结

无论是我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一2020年)》或

是美国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它们都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对教育重视和不

断改革过程中的一页一页的新篇章。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在1845年提出来了：“人的思维

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

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吴遵民．教育政策国际比较[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第48页．



因此，出台的每一个政策也需要时间的检验，方知其真正的价值，即使在实践的

检验中出现了问题，也没有关系，能在失败中获取经验，加以改进和完善，其中

的许多理念和实践方法也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二、中美中学美术教科书中学科统整内容的比较

介于本文研究的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故将中美两国美术教科书中

相关学科统整类的内容进行梳理及比较。

本节选取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美术》(13～18册)和美

国戴维斯出版社(Davis Publications)于2009年出版的《美术探索》(Explorations

inArt，1--．3册)进行教科书的比较。主要通过比较两国教科书在“学科整合”领

域中的编写内容，并选取相似的教学和学习内容进行深入的比较与分析，探究两

国在“学科整合”方面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也可为我国的美术教材编写和使用

提供参照。

(一)中国教科书的概况与分析

1．编写思路与概况37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向适龄学生提供九年制义务教育。本套教科书

的中学部分于2001年和2002年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初审通过，由常锐

伦主编，并于2001年"--2003年陆续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面向九年义务教育

阶段七年级到九年级的学生(13～15岁左右)。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是一套受国家教育部委托，本着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精神，按照教育部

2001年7月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美术课程国家标准》(以下简称《美术课程标

准》)编写的，是面向全国中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美术课程实验教材。

本教材以促进人格全面发展为出发点，以公民必备的美术知识与技能为基

础，注意贴近同学们的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力图做到富有情趣和启发性。同学

们应自主、生动、台作、探究、生动活泼地学习，自觉地培养创新精神和美术实

践能力，通过学习美术提高生活质量。整套教科书内容设置条理清晰，知识点前

后连贯，教学难度递增，结合了本国学生的现实情况来设计教科书的内容。

2．结构与版式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美术[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6月．封底．



(1)教科书结构

第一，结构清晰。《美术》教科书共有6册(每学年分为上、下两册)，每册

教科书以单课形式构成(每册13～15课)，共62课。课程结构按照《美术课程

标准》中的学习内容划分标准(“造型·表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

和“综合·探索’’四个学习领域)为依据编写。每课有一个主题，分属不同学习

领域，每课中由基础知识、美术作品、照片或示意图等几部分组成。单册共32

页，6册教科书共192页。

第二，学习内容设置具有点状特点。单册中学习内容的设置前后关联性不紧

密，也不强调先后的学习顺序，可以根据需要独立选取某部分的学习内容。由于

一课一个主题，会显得主题较多，有时会产生课与课之间衔接得不够紧密的现象。

第三，每册之间相同学习领域具有关联。如“设计·应用"领域，从13-．一

18册每册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色彩搭配”，如：“生活中的色彩搭配”、“居

室的色彩搭配”、“公共设施的色彩搭配”和“环境设计的色彩搭配”等教学内容。

其他美术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也体现出由简到繁，随年级递增而难度加大。考虑到

学习内容间的联系，后一册内容与前一册对应内容上存在螺旋式上升趋势，也就

是说，以前一册为基础，逐渐增加难度和复杂程度。这有助于学生对该领域知识

的巩固。

(2)版式设计

教科书为全彩色铜版纸印刷，16

开本，尺寸为186×260 mm。教科书

用订书机在中间装订。整套教材使用

统一的封面。(，图J叼)课题“美术"
二字醒目居于中间部分，年级及出版

社等等信息分别位于封面的上下位

置，整个封面显得简洁大方。而封底部

分的设计也有相似性，在页面中央选用

图1-21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美术》教科书

书中已有的艺术作品或传统艺术图案，凸显大气和庄重。在封底最下端印有产品

条形码及价格等信息。另外，教科书封底内页中，目录占2／3的比重，出版说明、

编写者名单及出版社、版权信息等占1／3的比重。

整套教科书中，图例比重远大于文本比重。每页中的图例约占该页面的2／3

比重。图片种类也较为丰富，有艺术家作品、学生作品、步骤图、示意图和教学



或活动场景等，艺术家作品均注明作品名称与作者信息。整套教科书印刷精美，

大小、形状合理，厚薄适宜，便于学生展开、使用和携带。

(二)美国教科书的概况与分析

1．编写思路与概况

2009年1月，戴维斯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供美国中学使用的新的《美术探索》

教科书。这套教科书与1994年美国公布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中视觉艺术内

容标准相一致。

《美术探索》由玛丽琳和艾登(Marilyn G Stewart&Eldon Kaner)共同编写，

共3册。在每册书的前言部分均有编者写给学生的一封信，具体如下：

“很高兴你们能把《美术探索》作为这个学期的课本。我们写这本书的目标

是为了给你们提供在艺术上的经验，他们将与你们今天的生活有关联，并让你们

保持一份对未来的美好理想。希望这本书将启发你们注意身边的艺术。同时，我

们也希望艺术可以帮助你们通过各种形式——素描(Drawing)、油画(Painting)、

雕塑(Sculpture)、版画(Printmaking)、陶艺(Ceramics)、摄影艺术(Photography)、

光动艺术(Fiber arts)、图形设计(Graphic design)等表达思想和感觉。

你们可能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为每一本书选择了不同的单元标题，每一个单元

都集中讲述了一个核心的“主题”，例如，探索自然、资讯和日常生活。这些主

题能让世界各地的人们穿越历史。通过历史，我们发现这些主题对我们现在的生

活很重要，当你们学习他们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发现这些主题，并与过去的人或

从没有见过的人进行交流。这些主题为从事艺术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基础，无论他

们生活在何时何地。’’鹅从中凸显出教科书的编写思路，即让学生切身体验和认

识美术是每一个人今日与未来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美术的各种形式可

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觉。

每一册教科书都提供中学生各种各样感兴趣的动态工作室活动的内容，其特

征包括基于主题的学习(Theme．Based Learning)、基于过程的工作坊

(Process—Based Studios)和有意义的应用艺术概念(Meaningful Application ofArt

Concepts)。册

3．结构与版式

(1)教科书结构

”lIa．rilyn G．Stewart＆Eldon Katter．Explorations in Art．(New York：Davis Publications，2009)，

P．V．

”资料编译于戴维斯出版社网站．http：／／惭．davisart．com／Portal／Commerce／．引用日期：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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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结构清晰且关联性强。整套中学《美术探索》教科书共有三册，每一

册都有一个主题式的标签，即《个人之旅》(A Personal Journey)、《社区链接》(A

Community Connection)和《全球追踪》(A Global Pursuit)，(，图，翊夕呈现出
层层递进的关联。每册教科书各自围

绕着各自的主题展开个单元的教材编

写。每一册共设9个单元，每一个单

元包括6课(1．1探索本单元的主题、

1．2技巧与表现手法、1．3工作坊的艺

术探索(一)、1．4艺术的历史与传统、

1．5全球化的视野、1．6工作坊的艺术

图1-22

戴维斯出版社出版的《美术探索》教科书

探索(二)，每册还附有相关链接、回顾内容与词等模块，三册教科书共计27

个单元，162节课。

第二，教学内容呈连续性和放射性态势。《美术探索》的教学内容呈现出连

续性和放射性态势。从三册书的主题而言，从“个人"联系到“社区”，再发展

到“全球”，呈现出连续递进的形式；从每册的各单元主题中，可以看到，每一

单元都以一个主题形式将各单元教学内容以放射状呈现。

第三，图文并茂，教学资源丰富。

每课中由文本、作品、照片或示意图

等几部分组成，图文并茂。这家出版

社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课堂教学资

源，包括学生用书、教师用书、艺术

词汇卡片、艺术作品卡片、CD图书馆、

幻灯片、创作练习册、评估练习册等

12种资源。侮，功／)整套教科书内
容连贯、教学难度递增，是一套全面

开放的教学材料。

(2)版式设计

图1-23

《个人之旅》的整套教学资源

整套教科书为全彩色铜板纸印刷，印制质量上乘。封面色彩艳丽，选取书中

的美术作品为主体。每册书名位于封面的正上方，为白色标题，既醒目又简洁。

3册教科书以纯色为封底，分别是绿、蓝、紫三色。出版社和产品条形码等信息

位于封底的下端，封底还印有回顾书中教学内容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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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步骤图、示意图和教学或活动场景等。艺术家作品的图例均注明作品名称和

作者等信息。

整册教科书共334页，比较厚重，这是因为美国中学的美术教科书是保存在

教室里的，不需要中学生日常携带。

(三)中美两国中学美术教科书的比较分析

1．中美两国中学美术教科书中学科统整图例的比较

中国《美术》教科书按照“造型·表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和

“综合·探索’’四个学习领域编写。其中“综合·探索”学习领域中涉及到了“跨

学科”领域，包括电脑科技、社会学、建筑学、策划活动和日常生活等内容，据

统计共计34幅；而美国《美术探索》教科书的每一单元中均有相关链接部分涉

及到“跨学科”领域，包括社会学研究、艺术语言学、科学、数学、戏剧、音乐、

舞蹈、日常生活等方面，共计108幅。

中关两国教科书中相关。跨学科”图例的比较情况分布图

_‘美术探索’，

108，76％

图1-24

_‘美术'，34，
24％

表4：中关两国中学关,,lceL科书中学科统整图例的比较

国 籍 中国(六册) 美国(三册)

_跨学科一图例数量 34幅 1∞幅

比 饲 23．94％ 76．06％

2．中美两国中学美术教科书中学科统整课例的比较

在中美两国中学美术教科书中分别选取相似两个学科统整的课例进行比较。

中国中学《美术》教科书中选取了《用电脑画“山水画”》一课，美国中学《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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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探索》教科书中选取了《艺术与新方向》一课，具体比较内容如下表：

比较项目 中国 美国

出版社 人民美术出版社 或维斯出版社

年 级 初二年扳 初二年级

课题名称 <用电脑画_山水画' <艺术与新方向>

页面展示 落辞褥 园舅誉渖-簟萌鏊叠进 。一 ，t等

运用电脑技术Adobe 通过寻求想象中的未来世界，

Photoshop软件中的特殊画 来探索艺术发展的新动向一

内容简介 笔工具绘翻一幅中罔的山 一电脑艺术、扫描艺术、影像

水画 艺术、多媒体艺术、未来艺术

等，以及与荚术御作的关联

版面页敷 2页 30页

课例结构 单课结构 单元课结构

学科融合 荚术(中国画)与科技 语言艺术、戏剧、设计、科技

绘制的素材来源于日常生 将学生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

链接 生活联系 活中的风景图片 的事物或场景导入课堂。并结

合本课内容引发学生思考

职业关联 设计师 设计师、戏剧家

本国艺术寥作品 2幅 17幅

作品 国外艺术家作品 O幅 6幅

图例 学生作品 O幅 6幅

作品图倒注释 图释较筒单 图释较详细

图像示意 1张 13张

教学 方法、步骤 7张 6张

圈饲 场景 6张 3张

艺术謇 O张 4张

内容 造型要素 线条、色彩、空同 线条、色彩、明暗、肌理、鳍



要素 构、空阊、动作、语言、等

掌握运用电脑技术绘剞山 掌握运用电脑、扫描仪等创作
基础知识

水画的技巧 艺术作品

运用电脑技术表现不同形

表现形式 式(重彩、水墨、版画等) 数码拼贴、戏剧创作

的电脑山水画效果

电脑器材、应用软件、照片 纸笔、服蓑和道兵、音响和膏

等 效、电脑器材、应用软件、平
媒材使用

板电视、照片、杂志和明信片、

彩色印刷机等

场所设王 多媒体教室 多媒体教室、舞台

有两条学习建议，分别是建 有学习目标、自我检测等提示
学习建议或指导

议讨论和学生自主选择 语

较难，既需要学生掌握电脑 较难。学生需要通过电脑技术

的一般技术，同时需要能运 进行图片的艺术化拼贴，创作

作业难度 用Adobe Photoshop软件， 一幅作品：另一作业是戏剧创

学习 最后学生还得了解山水画 作

体现 的特点与一般技法

针对两件学生作品和一件比

利时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学习
学习评价 无

评价，均围绕着描述、分析、

解释争评价展开

建伸学习 无 有对整个单元课程的回顾

表5

2．课例比较结论

通过对以上两个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课例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以下

结论。

第一，两国在学科统整中都用到了计算机技术。在计算机科技飞速发展的今

天，它几乎已入侵到了我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在这两个课例中也正

是运用了这一手段作为美术创作的辅助技术，创作出新的媒体艺术。

第二，两国在学科统整中都联系了学生的日常生活，注重从生活中选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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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创作，再回到生活中去。

第三，对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深度不一样。中国的课例中单纯介绍

了借助于计算机所创作的作品，前后内容联系不够紧密，介绍过于理论化，也没

有选入学生的作品。而美国的课例中除介绍了几种运用计算机相关设备创作的新

媒体艺术外，还在“相关链接’’部分重点强调了关于与语言艺术、戏剧、设计、

科技的关联，并有学生作品呈现。

第四，两国美术教科书中的图例为统整教学的服务程度不一样。中国课例中

对所选用的图例无任何说明，文字介绍与图片亦无密切联系。美国课例中所选用

的图例则配有能引发学生思考文字，如：如何用“新媒体”进行美术创作以及它

与传统绘画的区别等。另外，在美术作品图释上，中国课例的图释只标明了作品

的名称、作者、国籍等信息，比较简单。美国课例的图释除了标明了作品的名称、

作者、国籍信息外，还标明了创作者的生辰年月、画幅尺寸、创作时间，特别还

标注了现藏地等信息，非常详细。

3．建议

第一，针对借助于计算机技术进行的美术创作，将美术与计算机学科进行统

整的教学，应从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实际能力出发，淡化学科知识，增强学生动手

创作的学习体验，而且，作业难度要呈现一种“梯形”状，做到循序渐进。

第二，针对教科书编写而言，首先是否应加强图例与文字间的联系，对于美

术作品的图释是否应进一步完善。其次，对于学科统整类课程，在进行编写时，

应突显学科统整的主题。

三、中美中学美术教学比较的启示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趋势，通过对中美两国的教育政

策、课程标准、教科书以及教学实践活动等方面进行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两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过程中，以教育为抓手，努力培养创新型的人才，这

一切都可以从该国的教育政策、课程标准、教科书以及教学实践中都能反映出来。

上至教育政策下至课堂教学，两国都以学生为主体，重视学生的需要和兴趣，激

发其创造力和想象力，力求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全面综合的人才。在教学方面开

始重视学科统整的教学，要求将美术与其他学科积极整合，探索出一条有效的道

路。
“



无论是教育政策、课程标准、教科书或是教学实践活动等都不要依靠一个最

重要角色的配合，那就是教师。教师是最直接接触学生，实施这一系列方案的入，

所以两国都必须加大对美术教师的培训，提高其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通过培训，

使广大美术教师进一步更新观念，把握教育政策和课程标准精神实质，完善知

识结构，提高实施标准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章

必要性与可行性

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研究



第一节 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教学的机遇

学科统整的机遇

(一)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是学科统整的根本动力

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社会国际化、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为了在竞争中

赢得主动权，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建立国家创新体

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选择，甚至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

响亮的口号：“创新是21世纪的通行证。”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

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40在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知识经

济时代，经济发展的性质改变了，且日益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据有关研究统计，截止至2004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

中等水平，而目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需要以科技创新

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开始正视创新型

人才在创新型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位置。

创新型人才从何而来?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教育，以教育为抓手，培养创新

型人才显得尤为重要。换句话说，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大环境，促进了创新教育的

推广，也使得学科统整很自然地走到前列，让学科统整的教学为创新型国家的建

设服务。

(二)创意产业的发展是学科统整的促进力量

21世纪，各国都面临着新一轮产业的变革，如何抓住这一次的机会立足于

世界经济的前沿，这是各国正在思考的问题。创意产业(Crocive Industry CreatiVC

Economy)首先孕育而生，它正慢慢渗透进各国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中。它作为

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不仅影响着各国的国际竞争力，还影响着国民的生活，让人

们的生活更美好、更新奇、更舒适!事实上这种创意产业早已被各国熟知，已不

是一种陌生的事物，各国都在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和享受着创意产业带来的不一样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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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

1．创意产业的概念

我们普遍接受创意产业来源于英国。1998年，英国出台了《英国创意产业

路径文件》(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明确提出“创意产业”这一

概念，其定义如下：起源于个体创意、技巧及才能，透过智慧财产权的生成与利

用，而有潜力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产业。在这一概念中，创意产业的核心内容

是文化和创意，它推崇创新和个人创造力，是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支持与推动的

新兴文化理念与经济实践。41讲得通俗一些，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创意产业：它是

创造性产业，通常是指那些从个

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份中获取

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

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

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它一般

包括广告、建筑艺术、艺术和古

董市场、手工艺品、时尚设计、

电影与录像、交互式互动软件、

音乐、表演艺术、出版业、软件

及计算机服务、电视和广播等

等。此外，还包括旅游、博物馆

和美术馆、遗产和体育等42。它

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形态，有着

与传统产业不同的特点。r勿图

2一1)

2．中国创意产业的现状

在这股创意大潮下，中国许

多城市都在积极地创办创意产业

区。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发达地

区最为聚集，但整个创意产业链

才刚刚搭起，仍处在探索中。在

图2—1

一～

户藿轧／ 性 ＼

I 与 ．』

迫竺少

图2-2

“历无畏．创意产业导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6月．第3～4页．

”创意产业[E]．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72807．htm．引用日期：2011年2月3日．



搭建创意产业链这条道路上一直存在着阻碍，其中特别显著的是对于创意产业从

业人员缺失的困境。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43，日本东京和英国伦敦从事创意产业

的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15％和14％：美国纽约则占约12％。而我国目前创意

产业人才不仅在总量上相对偏少，而且在层次和结构上也存在较大的差距，使得

我国在创意产业的发展上遭遇了人才瓶颈。姻2誓)
创意产业缺乏创意人才，在没有创意思维和创造力的创意产业中，也使得在

建设创意产业过程遇到了很多困扰，比如如何挖掘具有我国当地特色的创意产

业，如何使得创意产业更好的为人们的生活服务，如何使得创意产业的建设不要

停留在表面的形式等诸多问题，都是需要创意产业从业人员为之努力的。

下表为笔者考察我国部分地区的创意产业的现场记录：

袁1：创意产业考察记录

地点：上海

尚街LOFT
时间：2009年1 2月6日星期日

8号桥
田子坊

观察内容 观察者评语

尚街LOFT新空间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嘉善路508号，是由

老厂房改建而成的新时尚地标。其橙色的外观相当的醒目。 从各楼层指

不知是否是周末的原因，楼内近90％的设计公司都是关门的， 示牌上看。该

而且楼内开张的店铺也“不足三成”。我们来到一家服装店。 创意园区定

在与店员的交流中得知这家店是东华大学开设的，店内的衣 位不明确呀!

服是学生的设计作品。从店员口中还了解到。来这里的参观

者或顾客都相当得少。也许是刚起步的关系吧!

在尚街LOFT 1号楼2楼的中庭里倒是热闹非凡．满是打

扮得美丽俊朗的小朋友，这里原来是第一届上海少儿模特儿
大赛海选现场。

说实话，第一站让人有点儿失望，大家决定前往下一站
_8号桥。

在午后阳光映射下的彩色马赛克外墙显得格外绚烂。8

号桥就这样横跨在建国中路上。同尚街LOFT一样的情况，这 独特的建筑

里也是什么都“没有”。设计公司大门紧锁，楼道里空空荡荡 设计外表下，

的。我们有点儿不罢休，最后硬是克服了重重阻碍，让我们 其内涵究竟

登上了那里的楼顶，还留了张合影。 是什么?富

一席人说说笑笑大约走过一站车的路程，便来到泰康路 有创意的各

艺术街(在1999年秦康路定位为工艺美术品特色街)。马路 大创意设计

两旁随处可见的是中西混杂的老式弄堂、中式石库门、新式 公司在哪

里弄等建筑。当时正在进行道路维修，穿过脚手架就走进了 里?

人潮涌动的田子坊。那里面倒是另一番情景，参观游人众多，

。孙福良、张适英．中国创意经济比较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5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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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少外国游人，一家家小商铺里也是挤满了游人。 田子坊已俨

穿梭在一排排由闲置厂房、仓库和旧民宅改建的小商铺、画 然成为了一

家工作室、画廊或设计室等建筑中，一下子就到了傍晚，此 个人气旺盛

时的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诱人的味道，在田子坊里还开设西餐 的特色小工

馆。吸引了不少中外游人。 艺品市场。

最后，在田子坊的纷繁中，结束了今天的考察任务。

地点：杭州
时间：2009年12月1 1 El星期五

LOFT 49

几天后。笔者一人前往位于杭州的LOFT 49创意产业园

区。坐车来到一处较为偏僻的地方．在马路对面看到了LOFT

49创意产业园区的标志，远远望去，虽不醒目。但也倒是能 没有辉煌。就
一眼就看见。走近发现原来“LOFT 49创意产业园区”的标志 已没落了
已经生锈了，往里面望去一副十分衰败的样子。在里面溜了 吗?
一圈，一无所获，整个创意产业园区远没有媒体上报道的那
个样子。

那么究竟创意产业与创造性思维有何种联系呢?44第一，我们要知道创意产

业的出现是知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地位日益增强的结果，创意产业内涵的关键

是强调创意和创新；第二，创意和创新都是人们各种思维的迸发，特别是创造性

思维的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就己将“创造性”概念引入文化政策文件。

在日程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创造总是从已有的事物开始的。好多事物它们

就在我们身边，而它们很顽皮藏起来了，创意人才就需要具有一双灵动的眼睛，

首先要发现，然后才能通过各种思维，特别是创造性思维进行分析、综合等的加

工。罗丹就曾说：“我没有发明任何东西，我只是重新发现。’’正是这样让他成为

了雕塑史上永不磨灭的一页。

3．创意产业人才

由于创意产业是一个推崇个体创造性的产业，因此创意人才在这个产业中具

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发展创意产业的进程中，培养大批具有创意思维的人才尤

为重要，他们是创意产业的人力资源。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公关政策学院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创意阶

层的兴起》中认为：一个城市的成功，取决于这个城市拥有的创意者阶层。而且

设计师、创作人、艺术家等是创意产业中的核心创意人才。

那么作为一名创意产业人才应当具备的何种素质要求昵?

毋容置疑，广博的知识和各种思维能力是每个人都必需具备的，这更是创意

“历无畏．创意产业导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6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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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人才所必需具备的。在这一思维系统中最重要的是创造性思维，它将综合各

种知识，产生新的联想，提出独特的见解。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能在看似完全

不相干的事物之间产生联系，并将他们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创意。你是否发现：在

你的职业或工作领域，如果你能够有新点子，你就会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在你

的个人生活中，情况也是如此。创造性思维能够带你走上创新性活动之路。它能

丰富你的生活，虽然可能并不总是按你期待的样子。45我们总结了创造性思维的

几种明显的特征，例如：独特、求异、灵活、敏捷、跳跃、综合和联动等。关于

创造性思维，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更全面地理解其内涵46：御争引
然而，我国长期以来都贯彻着应试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下培养出来的人才，

通常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擅长理科，能自如应对考试，这也是我国教育实

践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但这种人才与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差异较大，不是创意

产业所急需且必备人才，这就凸显出了人才培养目标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讲，也

正是创意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我国人才培养的模式转变。

·创造性思维是

重新运用已获

得的知识／经
验，提出新途
径(方式／方
法．方案／程
序)，并创造

出新思维成果

的一种思维方
式。

·创造性思维是

在一般思维的
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是人类
思维的最高级

形式，是人类
思维能力高度
发展的体现，
是人类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
创造世界的先
锋队、突击 j

队。 。。。主

图2-3

·刨造性思维是

多样思维形式
优化组合的结

晶——在创造
性思维过程
中，抽象思维
／形象思维、

逻辑思维／非
逻辑思维、发

(三)素质教育的推进是学科统整的有力依托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我国的教育体制和管理体制也几经变化，推着素质

教育的推进，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化，创新教育势不可挡。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是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英)约翰·阿代尔(John Adair)著．吴爱明、陈晓明译．创造性思维艺术：激发个人创造力[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3页．

抽许光明编著．创新思维简明读本[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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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47”而创新教育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充分依靠教学一线的广

大教师。总之，实现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呼唤创新型人才，教师教育必须创新。

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从根本上说，是受时代和社会发展条件所制约的，在现

今时代的美术学科亦是如此，近年来我国的美术教育事业也在不断的前进中。学

科统整是相对于分科教学的一种理论，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产物，也是学校适应社

会变革的热点。它改变了学校以“传授知识"为终极目标的教学模式，打破了学

科逻辑组织的界限，以学生兴趣、需要和能力为基础，通过组织学生的一系列活

动而实施教学的一种课程。

因此，素质教育的推进成为了学科统整的有力依托。作为一名教育研究者或

是以后的教育工作者站在教育为本的立场上，本文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

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来培养这样的创意人才。

(四)师生的共同心声是学科统整的有力保障

为了切实了解一线美术教师和学生对学科统整教学的认识，笔者走访了部分

中学的美术教师(上海市、广东省)与他们进行了相关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

整教学情况的访谈，了解到一线美术教师对美术学科统整教学的一些态度。同时，

对上海市的部分中学生(上海市真光中学、上海市北海中学)进行了问卷调查。

以下是根据调查结果统计并结合教师访谈内容撰写的调查报告。

1．调查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研究针对中学美术教师和中学生对美术学科统整的认识展开访谈

和问卷的调查。调查研究的对象为美术教师和中学生，调查范围为上海市和广东

省。教师访谈对象共计9人；学生问卷共计发放400份，回收396份，回收率为

99％镪战弧，(如图2-4、2—51)

表二：问卷访谈的基本情况
—————～

人数 比饲

学生同卷 性别 男 197 49．75％

女 199 50．25％

年级 初中年级 396 100％

教师访谈 性别 男 2 22．22％

女 7 77．78％

地区 上海 6 66．67％

广东 3 33．33％

”素质教育调研组．共同的关注[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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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工具说明

教师访谈共设计问题8题，主要围绕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关于学科统整的问

题和对学科统整的展望；学生问卷共设计问卷题目8题，包括现阶段所受教育情

况、对学科统整的一般认识和对人才的认识。

3．调查结果

1)教师访谈

在被访谈的教师中均表示有学科统整的意识，也在美术学科的课堂上运用了

学科统整的教学，例如利用数学、地理、音乐、语文和历史等学科知识的内容，

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美术学科的知识，更全面地理解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行融



会贯通的学习。同时，教师们认为学科统整的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它同时改变

了教和学的方式，也让学生的思维发生变化，其中M教师指出，在学科统整教

学中不能绝对化，还是要保持学科特色，有所专长。“学科知识的融合，使各学

科的教学能相辅相成，连成一支”被认为是美术学科统整的优点。教师们对美术

学科统整的发展趋势均表示乐观，Z教师认为随着美术的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

大，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统整将会在教学中越来越频繁，美术原理可以通过例

如数学、化学等学科得到有效解释，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交

织在一起；X教师认为在学科统整的大背景下，进行学科统整的实践与探究，是

切实可行的和必要的，是21世纪培养跨学科、掌握综合知识的人才的重要手段。

其意义重大在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和工作的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丰富多方

面的知识，为终身学习打好基础。

2)学生问卷

在对近400名学生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学生和教师一样也有学科统整的意

识，但是并不强烈，是在教师的引导下意识到的。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一个在

社会上的公民，需要具备综合素养和知识技能，觉得要适应社会，就需要对学校

课堂上的知识进行融会贯通后运用。占48．99％比例的学生表示在一堂课的学习

上运用到了其他学科的知识，说明大部分学生已经在各科教学中尝试了学科统整

的学习，但学科统整教学的实施还不够深入；有49．24％比例的学生认为在学校

里学习的各门学科之间的知识是有密切联系的，仅有19．44％比例的学生认为没

有联系，其余则认为联系不密切，这说明学科统整的结合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

讨，应如何将学科间的结合点更有效地为学生的发展服务。

总之，从教师访谈和学生问卷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学科统整教学的未来，

学科统整的发展也需要教师和学生这两组最直接的力量保障。



第二节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教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从人的成长和发展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课堂教学已经愈发显得难以

满足人们的发展需要。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它的弊端也显得十分明显。

它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更不符合现在所急需人才的培养方

式。只有改变传统的教和学的方式，才能适应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才能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

一、美术与其他学科统整教学是可行且必要的

(一)相关理论支持

1．霍华德-加德纳柏与多元智能理论

1983年，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教授出版《智能的结构》(Frames of Mind)一书，为“智力”赋予了

一个新的定义，即“智力是在某种社会或文化环境的价值标准下，个体用以解决

自己遇到的真正的难题或生产及创造出有效产品所需要的能力。’’49到1999年《智

能的重构——21世纪的多元智能》(Intelligence Reframed：Multiple Intelligences of

21st Century)一书的出版，加德纳教授更详细地定义了智力，即智力作为一种

生理心理的潜能，其信息加工的功能可以在某一文化环境中被激发出来，从而解

决问题或创造该文化所珍视的产品。”∞其“多元智能理论”(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简称MI)的提出，告诉我们人类的智能是多元化的，每

一个人都拥有包含言语一语言智能、逻辑一数理智能、视觉一空间智能、身体一

动觉智能、音乐一节奏智能、人际关系智能、自知一自省智能和自然观察智能在

内的八种智能，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智能优势组合。懈2彤／)
”霍华德·加德纳是世界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最为人知的成就是“多元智能理论”，被誉为“多元

智能理论”之父。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心理学，教育学教授，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精神

病学教授。任哈佛大学“零点项目”研究所主持人，专著超过20本，发表论文数百篇。
o

Gardner，II．，Frames of Mind：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New York：Basic Books，1993，

P．60

”Gardner，H．，Intelligence Reframed：Multiple Intelligences of 21st Century，New York：Basic

Books，1999，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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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加德纳出版新书《迈向未来的五种能力》乩(Five Minds For The

Future)，其中提出为了适应充满变化的未来，人们除了需要本身专业领域的知

识和语言能力外，还需要在心智上具备5种“未来的能力”——整合力、创意力、

尊重力、学习力、道德力。 黼争∥

·主要是糟听．说．凌，写的能力，囊现为年人虎侈顺科而高教
地御用语言描述事件、t运思想并与人交流的忿力．

·主要是糖运算知缸理的能力．囊现为对事物闷各种荚幕如类
出．对比，因不和逻辑等美乐的教意．双及通过敛理运算和逻
辑|良蕴等连行悬雏的能力．

·主要是梧感受，并识．记忆，友变物体的空闷关秉并侍此表达
恶想和情感的能力．表现为时线条．形状．鲒构、色彩的空闩
芙幂的教毒以厦通过平面圈形和立体逢型将它们裹现出来的怠
力．

·主要走始运用四肢和躯干的龟力，囊坦秀纯够较好地拄锄自己
的身体，对事件能够tit-出．恰当的身体反映，以及善于稠用身体
语言泰表述自己的忍镪和情瘩的能力。

·主要是梧毫受，辨识．记忆．改芟和裹运音乐的能力，表现为

个人对音乐包括节奏，音一，音色和旋律的敏锐瘩知和遗过作
由．莰奏和歇唱等t运音乐的怠力．

·主要是括与人相处知交往的能力．表现丙觉察，体验他人精
譬．情感和意图并鼍此作出适当反应的熊力．

·主要是指认识，碉察和反省自身的怠力．_麓厦为毙够正确胞意
识和评价自身的情绪．动机、欲望．个性．毒志．并在正确的
自我考识和自戎评价的基础上形成皇尊，皇雒和自斜的恕力．

·主要是糟人类分辨动植物_瓦对白煞现象的教毫能力，表现为喜
欢探索大自然．善于观察．分类．辨别．喜欢饲养．种植等．

图2-6

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教会学生如

何学习、如何思考、如何在尽可能多的

方面展现自己。而建立在多元智能基础

上的教育，意味着教学与评价要根据学

生的智能优势和弱势而定。教师围绕问

题组织教学，允许学生以多种方式进行

理解，并且重视每个学生的独特性。教

师的专业角色从传统的知识传播者，转

变成为协助者、资源提供者、学习促进

者、激励者和联系人。教师采取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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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m方兴东．最新历史版本：霍华德·加德纳

[E]．http：／／wiki．chinalabs．com／index．php?edition-view-151375-4．引用日期：2011年3月22日．



的教学方法，要发展学生的优势智能，激发他们的弱势智能，帮助他们把优势智

能的特点迁移到其他的学习领域中。

霍华德．方口德纳从认知科学(思维的科学)和神经科学(脑的科学)角度，

向我们阐述了人的智力的不同类型。按照加德纳的理论，每个人的智能都是这八

种相对独立智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进行的组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智能特点，

有自己的学习类型和方法。并且，大多数人都可以在加德纳多元智能论的内涵中，

找寻到自己的长处，同时，这一理论还对传统的课程设计发出了新的挑战。而学

科统整的教学理念可以根据学生的潜能、兴趣和需要作为出发点，以学生生活的

实际为基础，让学生能在学科统整教学的课堂里，展示和发挥自己的长处，并通

过合作学习促进学生的优势互补，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长处。

2．约翰·杜威硅和教育即经验硝

约翰·杜威(Jchn Dewey，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乃至

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以教育是生活、成长和经验改造的理论为基础，提

出了“经验教育”理论。

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教育能传递人类积累的

经验，丰富人类经验的内容，增强经验指导生活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从而把社会

生活维系起来和发展起来。广义地讲，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与人接触、相互影响、

逐步扩大和改进经验，养成道德品质和习得知识技能，就是教育。由于改造经验

必须紧密地和生活结为一体，而且改造经验能够促使个人成长，杜威便总结说“教

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为“经验改造"。在教学方法上，他主张“从

做中学”，他认为儿童不从活动而由听课和读书所获得的知识是虚渺的。

在杜威的倡导下，美国兴起了以儿童为中心，强调发展个人潜能的进步主义

教育思潮，并波及世界各国。

杜威的“教育即经验”理论，对笔者提出的学科统整的教学起到了一定的支

持作用。学科统整的教学就是在教学中将各学科的知识有机的整合在一起，使学

生的知识结构融会贯通，并在一定的生活情境中完成知识与经验的对接。

3．建构主义理论鞋

认知心理学派的其中一个分支是建构主义理论，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J．

”杜威(1853年"--1952年)，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和实用主义美学的
创始人。

韶杜威教育思想[E]．http：／／baike．baidu．corn／view／628543．htm．引用日期：2011年3月22日．

H陈越．建构主义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综述[E]．http：／／嗍．being．org．cn／theory／constructivisa ht磷．

三．引用日期：2011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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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get，瑞士日内瓦大学)是其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代表。

皮亚杰关于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

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的。建构主

义的教学原则为：

(1)把所有的学习任务都置于为了能够更有效地适应世界的学习中。

(2)教学目标应该与学生的学习环境中的目标相符合，教师确定的问题应

该使学生感到就是他们本人的问题。

(3)设计真实的任务。真实的活动是学习环境的重要的特征。就是应该在

课堂教学中使用真实的任务和日常的活动或实践整合多重的内容或技能。

(4)设计能够反映学生在学习结束后就从事有效行动的复杂环境。

(5)给予学生解决问题的自主权。教师应该刺激学生的思维，激发他们自

己解决问题。

(6)设计支持和激发学生思维的学习环境。

(7)鼓励学生在社会背景中检测自己的观点。

(8)支持学生对所学内容与学习过程的反思，发展学生的自我控制的技能，

成为独立的学习者。

4．陈鹤琴两与。活教育一理论秘

现代教育家陈鹤琴为我国的幼儿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1937

年10月16日，陈鹤琴在《大公报》上发表了《非常时期的儿童教育》一文，提

出战时儿童教育改革的建议，鲜明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贯串了他所追求的教育

理想和“活教育’’理论精神。

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是建立在人的社会性的基础上的，教育的目的、对

象和出发点都是人，包含了对人的发展和完善。对于课程改革，他指出平时课程

不适用于非常时期，应以战事活动为全部课程的中心；对于教材选用，他认为平

时教科书上的教材多不适用，应要根据儿童学习心理的兴趣，要根据当前社会的

需要，应由教师随时注意选择和编写；对于教学法，他认为以一个非常时期的战

事问题做中心，把各科打成一片，混合教学。这样，教材既能适社会的需要，教

学时，亦易引起儿童学习的兴趣。

1944年，陈鹤琴还提出了现代中国人应具有的五个条件，其中一点是“要

66陈鹤琴(1892年"一1982年)，浙江省上虞县人。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我国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儿
童教育家。

”王伦信．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月．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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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创造的能力”。他认为活教育应极其注意儿童创造能力的培养。因为儿童本性

中潜藏着强烈的创造欲望，只要在教学中注意启发诱导，就会培养他们的创造能

力。

这一理论很好地反映了教育要随社会变革的需要而变化，无论是教育方针、

教材还是课堂教学都应该适时而变。其中关于“学科统整”的理念也早被提及，

陈鹤琴还指出我们国民应具备的“创造能力”。这些均与笔者提出的以创新为核

心的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的观点相契合。

5．陶行知耵与“生活教育刀理论

陶行知是一个抱着教育救国信念的伟大教育家，将其一生奉献给了中华民族

的教育事业上。他始终坚信“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坚持“教育为改良社会而设，

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不能将学校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间隔，必须将其融为

一体朝。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萌发于20世纪20年代，“生活即教育”、“社会

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是其的核心命题，这一理论的形成直接催生了将生活

与教育整合的独特理论，对我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生活即教育"的主要含义包括：(1)生活决定教育，有什么样的生活便有

与之相应的教育；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满足了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的；(2)实

际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产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3)教

育的意义是生活的变化，因此生活教育的内容是随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4)

“生活即教育"是终生教育，是与人共始终的教育。的

“社会即学校”是与“生活即教育”紧密相联的，主张动用社会各方面的力

量，打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创办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方法论，是对杜威的“从做中学’’

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其演变过程经历了“教授法”、“教学法”、“教学合一"

和“教学做合一”的过程而逐步完善。

(二)时代的呼唤

1．。钱学森之问一的思考

钱学森曾多次向温家宝总理建言：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他还一直感

叹：为何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我国教育规模大幅度扩大和教

育大发展的同时，为什么我国教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却培养不出具有国际领

”陶行知(1891年1946年)，安徽省歙县人，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创立者。

“徐莹晖、王文玲．陶行知论生活教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前言第2页．

”杨际贤．中华百年教育家思想[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1999年8月．第333页．

”杨际贤．中华百年教育家思想[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1999年8月．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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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地位的大师级人物?"这是“钱学森之问”的核心内容。如何造就“一大批拔

尖创新人才”，这是我国教育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迫切的问题。61

94岁高龄的钱学森指出：“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

有文化艺术修养。小时候，我父亲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艺

术上的修养能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中国之所以还没有

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

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袭击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所以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眈

面对“钱学森之问”，笔者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

整的教学方式，力求以统整各科知识的教学方式将知识与学生的生活串联起来，

将美术学科作为其中一味最重要的药剂，调和各学科的知识，更全面地服务于学

生的学习。

2．想象力的缺失和创造力的呼唤

2010年11月24日的《重庆晚报》∞上用黑体字赫然写着“全球21个国家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中小学生想象力倒数第一”的标题，这调查结果引起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在第二十次会议上又一次审议了《重庆市义

务教育条例(草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会主席胡健康建议：“学

校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时，要注重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

我国部分地区正在试图通过立法来强化对中小学生的“想象力教育”。

2007年在《文苑》“第2l期杂志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里面写道有位美国

母亲递上一纸诉状将其3岁女儿就读的幼儿园告上了法庭。原因是这所幼儿园剥

夺了她女儿的想象力，因为她女儿在认识字母“0”之前，能把“0"说成是苹果、

太阳、足球、鸟蛋等圆形的东西⋯⋯那场官司最终是家长打赢了。这事件还没有

结束，为此美国内华达州修改了《公民教育保护法》，通过立法保护“想象力”。

这是早在1968年发生的事情，直到今天已过去整整42年的时间，回首我国教育

走过的这些岁月，最后换来的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们的孩儿丧失了想象力。爱

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而我们的教育让孩子们拥有扎实的基础知识

”教育部新闻办公室，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组织编写．对话教育热点[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2
月．第113页．

衄许光明编著．创新思维简明读本[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24、25页．

∞许二多、汤寒锋．全球21个国家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中小学生想象力倒数第一[N]．重庆晚报．2010年11月

24日．第7版．

“周云龙．幼儿的权利[E]．http：／／ww．qikan．com．cn／Article／weny／weny200721／weny20072185．html．引
用日期：2010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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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却严重地丧失了想象力。

如今各国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局面下“想象力”和“创造力”被高度

重视。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学生被动地接受着各种教育和知识，从上述事例中，

也可以发现中外两国对培养学生的不同侧重点，一位普通母亲尚有这样强的意

识，如此重视培养孩子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更不用说一个国家了。

3．创新视野下的人才培养

全球众多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建设和发展的道路上正发生着这些变化，似乎

进入了另一个新纪元——创新时代。在我国近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

明了，要强国，就必须走创新之路，只有坚持创新，才能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

力。现在每个国家都在积极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可以作为社会的一种实践方式，

创新能创造出效率，能创造出速度，也能创造出新的可能。65创造性是创新的基

本属性，创造性的无穷性的创新的不竭动力。在这创新的大背景下，创造性被高

度重视。

我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近年来多次提出“自主创新”，这是民

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号角，更是探索未知领域、实现科学突破的战略部署。“自

主创新”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多领域的创新。但是，“自主创新’’的核心因

素是创造性思维能力。66然而，我国教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以应试教育为主，

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弊端，它严重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扼杀了创造力。今年来

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弊端，大力提倡和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体制等方

面的改革，素质教育业正在显现成效。

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更新教育观念，其中最为核心

的应该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67就对我国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

首先是更新人才培养的观念。更新人才培养观念的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水

平，努力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树立多样化人才的观念，鼓励个

性发展；其次是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

注重知行统一，注重因材施教；再次是改革教育质量的评价制度。根据培养目标

和人才理念，建立科学且多样的评价标准，探索促进学生发展的多种评价方式；

最后是对于改革人才评价的制度。改进人才评价及选用制度，为人才培养创造良

“胡珍生、刘奎林著．创造性思维学概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第1页．

”胡珍生、刘奎林著．创造性思维学概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第5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纲要．中国教育网[E]．http：／／m．edu．cn．发表日期：2010年7
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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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环境。树立科学人才观，建立以岗位职责为基础，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

的科学化、社会化人才评价发现机制。强化人才选拔使用中对实践能力的考查，

克服社会用人单纯追求学历的倾向。

(三)美术与其他学科统整教学的目标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美术学科亦是如此，美术教育起源于人类为了生存

和交流的需要；随后，到了我国奴隶社会时期的西周，出现了具有综合性较强的

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体系；在关注工业发展和商品竞争的社会里，学校设置美术

学科的目的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工业高度发展的今天，重视美术教育，旨在

人的发展。鹋本文提出的美术学科统整教学方式也是旨在培养适应创新型国家需

要的创新性的人才。

1．总目标

本论文研究主要是论证：通过以创新为核心的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

可以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有效途径。因此，这种以创新为核心、以美术为主体，

统整其他学科教学的目标在于延续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发挥学生

的主动性、触动学生的创新性。

2．分目标

本文的题目为《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研究》，

对其分析将其目标细化为以下三点：

1)以创新为核心。步入21世纪，“创新”已经成为各个领域内的核心概念，

在美术教育领域内亦是如此。因此，在本文提出的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

教学中也是围绕着“创新”这个核心点的，力求在教学中突出以创新的教学环节

来引导和激发学生的创新性，使创新贯穿于教学的始终。

2)以美术为主体。2006年，在葡萄牙里斯本市(Lisbon)的艺术文化中心

召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艺术教育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构建面向21

世纪的创造力”(Building Creative Capacities for the 21st Century)690因此，本文

提出的教学方式是立足在“美术”学科的主体位置上，充分发挥美术学科在教学

统整中的独特性，包括可塑性、多变性和协调性，另外，美术学科本身就具有创

造性的特征，更是创造性思维和创造力培养的有效途径。

3)统整其他学科。美术学科作为统整学科间的主体，将尽力发挥其在视觉

传达和展示方面的功能，将其他学科中与之共融的部分发挥至最恰当与充分。

∞常锐伦、唐斌．美术学科教育学[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10月．第56～64页．

∞钱初熹．以美术教育构建面向21世纪的创造力[J]．艺术百家．2010年第3期．第48页．



2004年，美国竞争力委员会(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在发表的《创新

美国：在挑战和变革的世界中达至繁荣》(InnovationAmerican：Thriving in aworld

of Challenge and Change)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创新精神是决定美国在21世

纪成功的唯一的最重要因素。"、“每一点创新都包含多学科的知识。它来自不同

学科领域的交叉学习。"

3．以美术为主体的学科统整的意义

本文的研究重点：一是以创新为核心；二是以美术为主体；三是必须统整其

他学科。以创新为核心、以美术为主体统整--f-j或数门其他学科的统整教学，较

之于以其他学科为主体的教学更适合于进行学科间的统整。

首先，美术是人类意识物化的可视形式。因此，作为视觉化的语言可以结合

任何学科的学习、任何课题的研究性学习，成为学科间相统整的教学中心，充分

发挥其视觉传达和展示的功能；其次，美术学科能有效的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

展。美术创作的系列活动有助于学生打破已有的常规思维模式，激发他们的各种

思维，包括创新思维、发散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和联想思维等；第三，美

术教育能开发右脑智力的潜能，促进左右脑均衡发展。丹尼尔·平克(Daniel H．

Pink)在《全新思维》70(A Whole New Mind)一书中指出：未来将属于那些拥

有与众不同的思维的人，

“左脑”统治的逻辑、线

性、计算能力为主的“信

息时代’’(Information

Age)即将过去，取而代

之的是一个全新的以创

意、共情、模式识别、娱

乐感和意义追寻等“右

脑”能力为主导的“概念

时代”(ConceptualAge)。

在这个时代里，艺术家、

发明家、设计师、讲故事

的人、看护人员、咨询师 图2-8

和考虑全局的人将成为主导。而美术创作活动能激发学生的右脑思维，开发学生

”(美)平克著、林娜译．《全新思维》[岫．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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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能力；第四，创意人才培养的途径有很多，而美术贵在创新，创造是美术

的生命。美术学科具有培养创意人才的优势，美术学科本身就具有创造性的特征，

更是创造性思维和创造力培养的有效途径。美国的吉尔福特(J．P．Guilford)和

洛厄福特经研究证明，美术创造活动能培养出八种能力姻争锣／)，且这些能
力可以自如地迁移到其他行业中去71。此外，美术学科具有多功能性，作为统整教

学的主体学科具有可塑性、多变性和协调性。

在现代社会上，每一位公民几乎都会经历较长时间的学校基础教育阶段，那

是每一位公民成长的必经阶段，更是培养人的创造力发展的关键阶段，而我们长

期以来接受的教育似乎更多的倾向于左脑的开发。因此，笔者提出以创新为核心、

以美术为主体的学科统整教学正是适用于学校教育的方式，在学校教育期间创设

一个具有创新氛围的环境无疑能够提高个体的创造能力。学校需要依据学生的身

心发展特点和规律以及社会发展的要求，合理安排学科统整的教学和学习内容，

将统整教学的理念深入地贯彻到日常教育教学当中，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各学科知

识进行探究性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并引导学生能在某些点上迸发出创新精神，使

学生逐渐形成具有创新型的特质。教师应从学生进入学校的那一天起，就积极培

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意识，积极创设学科统整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主动探究中

将各学科知识统整在一起。72

”常锐伦、唐斌．美术学科教育学[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02--一104页．

”教育部新闻办公室，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组织编写．对话教育热点[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2

月．第119～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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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教学的挑战

机遇与挑战是并存，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为美术统整教学提供了一个无限的平

台，如何把握住这样的好契机，在这个平台上做出建树，关键在于学校和教师。

在这样的统整教学中学生是直接的受惠者，之后他们将投身于社会的各行各业，

反过来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这是一个长久的良性循环过程。

学科统整对教育政策的挑战

为了迎接21世纪全球化的各种变革，教育领域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任何

一项复杂而庞大的教育计划都需要有国家政策的扶持和保障，教育政策是党的教

育方针路线的一种具体体现，对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起着根本的保证作用。

我国现阶段所进行的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是政府推动的，含有目标、价

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另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在由50多

个发展中国家的500多位教育家列出的16项最重要的教育目标中，“发展学生的

思维创新能力”高居第二位。73跨入21世纪，创新将是整个国家的主旋律，创新

能力的培养也有赖于创新教育。

这样的国家大政方针对教育部提出了新的挑战，绘制怎样的教育体系发展蓝

图才能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添砖加瓦呢?政策本身作为一种理性的思考，标志着

实践领域反思意识的提升，怎样体现教育政策的前瞻性和效能性呢?21世纪我

国第一个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教育改革和发

展的纲领性文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己于2010年5月5日，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针对各学科、各学段的

教育也正制定或修改与之对应的教育政策和文件。

”李淑文．创新思维方法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355页．



二，美术与其他学科统整教学对学校的挑战

国家政策的下达，需要各地方各部门认真贯彻实施，才能有效的保障政策的

价值和政策受益方的利益。教育政策的主要实施机构是学校，学校无可推卸的承

担了这一重任，面对教学统整的教育政策，学校方又将面对怎样的挑战呢?这里

从软硬件两方面来考虑。

(一)学校需大力支持，创造良好的硬件设施

在硬件方面，学校首先需要创建良好的校园环境，努力创设有特色的校园艺

术文化氛围在软件方面。其次，学校需要有整洁而又明亮的教室，教室是最直接

的课堂环境，是学习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都不能不受其

影响。最后，学校需要配备各科教学所需的教学设备，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上课时教师不会因为没有辅助的教学设备而影响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在软件方面，首先提到的便是一校之长。校长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人对教育

政策要有正确的认识，带领教师高效地贯彻好教育政策，认真地统筹好学校的各

项事务。其次是参与一切日常教学活动的教师，笔者将在下面一段中详细论述。

三～美术与其他学科统整教学对美术教师的新挑战

创新型国家需要培养的创新型人才是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这一类人才是

最具探索性、创造性、开拓性、奉献性、协作性、独立性、复合性和全面性的人

才。74本节沿着“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紧迫性一培养创新型人才需要创新教育一创

新教育的主力是创新型教师”这一逻辑体系，探讨关于在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相

统整的教学下，一名创新型美术教师所要面临的新挑战，及其面对挑战所需要的

要求。“高质量的师资是教育政策得以成功实施的关键。一个教育系统的质量，

其水平是由教师的质量和教师所作的工作决定的。’’这句话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秘书

长安吉尔·古利亚(Angel Gurria)在发布《营造有效的教与学环境：TALIS首次

调查结果》时所说的。古利亚在此表达了一名教师在教育领域内的重要性，在本

文研究的学科间统整的教学中，教师也是关键的要素之一，在教学中起着主导的

”北京创造学会、创新型中国网著．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读本[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6年6月．

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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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一)美术教师业务文化的基本要求

教师与学生是美术教学过程中的一对相互促进的共同体，此所谓“教学相长

也”。那么在教与学的关系中，两者位置的处理是很重要。一般认为美术教师在

美术教学过程中起主导的作用，其特殊性体现在学生是在教师的传授和指导下进

行学习活动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学生作为教师教学主体的部分，同样起着重要

的作用，教师的主导作用是以学生发展为本，服务于学生学习的。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师说》75中写到：“师者，所以传道受(授)业解惑也。"

在古人的眼中，教师是用来传授知识、教授学业、解答疑惑的人。那么作为一名

传道授业解惑教师，需要具备何种基本的专业素质呢?

首先，从美术教师必备的业务文化素质、必备的能力和基本心理品质三方面

定义美术教师的基本业务文化素质。伯黼脚夕
基本的专业素质

业务文化素质 }i 豳备能力 l} 心理品质

具有合格学历的

文化基础知识
荚术教学能力 为人卿裹的自我意识

丰富的美术专业知识 思想教育能力
热爱荧术教育。热爱

学生

燕练地专业技恕 胜任学校美术教育诸
多方面各种的能力

促近学生成长的专业
意识

擎疆教育科学的一{
基本理论知识

现代教育夏莱石i司
缒力

具有良好的意识品质

教育科研缆力
强化终身学习的意识

和实践

图2-9

在美国学者斯特朗(James H．Stronge)、塔克(Pamela D．Tucker)和辛德曼

(JenniferL．Hindman)共同编写的《有效教师素质手册》”(Handbookforqualities

”韩愈．韩昌黎文集·师说[M]．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185页．

”常锐伦、唐斌．美术学科教育学[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6月．第201～209页．

”[美]斯特朗、塔克、辛德曼著、李伟译．有效教师素质手册[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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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effective teachers)一书中，将语言能力、专业知识、教育类课程、教师资格认

证和教学经验作为教师必备的五大条件。黼2-10)同时，他还提出作为有效
教师应具备六点素质：第一，必备条件；第二，作为人的教师；第三，课堂管理

与组织；第四，组织教学；第五，实施教学；第六，关注学生的发展和潜力。

必备五大条件
l

■ ●

}语言能力} 专业知识} 教育类课程 教师资格认证 教学经验
已 ， 。 0 ． 。二j ∞

图2—10

(二)在美术学科统整的教育理念下，对美术教师提出的新要求

在传统教育观念支配下形成的一些教育观念、教师观念和教学观念等，在经

历了时代的考验后，己显露出了他们的缺点。2008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全

国学科教师教育论坛，在论坛上叶澜指出我们通常所说的教师在一般意义上主要

指学科教师。然而，目前学科教师面临三大问题，即职能定位的狭窄化、基础素

养的片面化和发展指向的短浅化。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并构建新的教育观念、教师

观念和教学观念等，研究创新型教师应具备的素养。

此外，在教学中教师与学生总处于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因为每个学年都会

有新的情况、新的变化，比如学生换了一届，课程有所调整，同事的升迁，校长

的更换等等因素，作为一名优秀的美术教师必须适应这些变化。事实上无论是教

师本人还是学生、学校、社会或是国家，都希望教师这个职业可以不断学习与发

展，以适应并培养出适合当时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而其适应性主要取决于该名教

师的个人能力和经验，那么作为美术学科统整教学下的创新型教师又应该具备怎

样的条件呢?

1．何谓创新型教师

我国创造学会理事江晨清认为创新型教师应具备创造性品格、创造性精神、

创造性思维，能够培养创造性人才的人。78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国内外研究者对创新型教师概念的研究相当丰富。周萍

主编的《中学教师创新行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一书中梳理了八条关于创新型教

师的概念，最后得出创新型教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创新型教师是在一定的教师

页．

78周萍．中学教师创新行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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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中，通过比较而呈现出来的。创新型教师的成长是一个素质和行为不断更新、

演进和丰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素质结构得到不断优化，教学行为得

到不断发展。79这些对创新型教师的定义较为抽象，本节讨论作为一名学科统整

下的美术教师所需具备的具体要求。

2．对创新型美术教师提出的新要求

在《中国教育报》帅上曾刊登过一则报道，笔者提到创新型教师应具备以下

素质：第一，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包括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对学生要倾注全

心的爱等；第二，拥有丰富的知识结构，重点是能否主动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

这是区分“创新型教师"与“教书匠”的重要标尺；第三，更新教育教学观念；

第四，具有创新能力。

国外研究者倾向于从教师个体的个性品质以及教师教学行为本身的个性色

彩来分析教师的素质结构。例如，佐曼德和考特利(Stanley J．Zehmand&Jeffrey

A．Kottly)就从一名人际关系的专家、一名有效的交往者和一名帮助者三方面来

论述未来教师的素质81，这里将“未来”理解为在知识经济体制下的“创新型教

峨’，(如图2一11)

厂二赢磊硐厂荔鬲网厂-二石订
l l I I b J

·具有真实的、无偏 ·营造真诚关心的气 ·理解学生
见的、同情的和乐 氛 ·信任学生
于接受学生的态度 ·促进全体学生有效 ．同情学生

·注意用眼神、用人 交往
体语言表达的非语 ·有效的班级交往的
言行为 规划

‘支持性的、显示同 ·创设班级交往的关
情的、用心理解 系

氅、关注学生的襄 ．规鬻J有效交往的实
咯 践

图2-11

本节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描述对美术教师的新要求跎：

(1)统整学科问的知识要求美术教师提升。传道”能力

所谓的“传道"是指向学生传授知识，学科间的统整必然导致知识的统整。

”周萍．中学教师创新行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4页．

∞郭根福．创新型教师什么样[N]．中国教育报．2003年2月11日第3版．

“Stanley J．Zehmand＆Jeffrey A．Kott ly．On Being a Teacher．Coffin press INC．

“参见：汪青松．“科学人文教育融合与复合型教师能力培养”国际研讨会文集[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

版社，2007年10月．第5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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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师要具备何种能力才能传授学科统整的各种知识呢?

首先，梳理一下几种知识的概念。第一，本体性知识，主要是指某一学科任

课教师需要掌握的该学科的知识，这是作为一名教师的基础；第二，工具性知识，

是指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达成教学目标而采用的知识，例如心理学知识、

教育科学知识或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等；第三，经验性知识，主要是指教师在具体

的教学实践中能帮助教师更好地完成教学所累积的各种经验。

在美术学科统整的教育理念下，提出需要具有复合性知识。除了要求美术教

师具有较为全面的一般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知识外，更要求美术教师在扎实的专

业知识基础上，借由学科的统整延伸各学科的知识，以完善教师的知识结构，这

不仅有利于提高美术教师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而且能更好地为美术与其他学科的

统整教学服务。

(2)统整学科间的教学能力要求美术教师的提升搿授业力能力

学科统整要求美术教师提升其“传道”能力，同时也要求美术教师提高其“授

业”能力，学科统整对美术教9币的“传道、授业”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美术学科统整的教育理念下，美术教师的“授业”能力需要得到发展，无

论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还是作业安排等教学环节上，教师都应该给予学生更

大的自由探索的学习空间。美国著名教师雷夫·艾斯奎斯(Rafe Espuith，洛杉

矶市霍巴特小学)在接受《中国教师报》专访时说，“我的课堂之所以效果不错，

是因为我不重要。⋯⋯课堂应该是孩子们的课堂。因为我的学生自己为自己的进

步承担起责任。”

(3)统整学科的精神要求提升了美术教师“解惑一能力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说的就是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启发式教学方法的

核心是释疑解惑，力求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以此，在美术学科统整的

教育理念下，美术教师要有问题意识，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将学生放在教学的中心，

不断创设各种情境，提出质疑，引导学生的思维，使他们始终保持着主动性和积

极性，自主探索，发现并解决问题。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

醒和鼓舞。

(4)统整教学的实施要求美术教师发展师生关系

在学科统整的教学理念下，改变了传统教与学的师生关系，进而在教学实施

中超越并发展了传统的师生关系，师生间要共同建立一种新型的适应时代发展需

要的师生关系。在围绕共同的教学主题下，在完成各自的教与学的任务中，更多



的体现了师生间的伙伴关系、协作关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个人魅力，包括思

想道德、心理状态、个性、能力等各方面的素质会潜移默化地对学生产生影响，

而学生最真实的学习意识和学习效果也会在第一时间反馈给教师。

这种从单纯的文化科学知识等信息的交往上升到师生间的心理和情感交流，

是发展师生关系和提升教学成效的有效途径。

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其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学科统整的教学过

程中，当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发生变化后，会在一个更加和谐和共赢的环境中“教

学相长”。

(5)统整教学的实施要求美术教师发展教师间的关系

统整各学科的教学，势必会涉及到多学科的知识，也势必会需要各学科教师

的共同协助。正如任其平在《论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化培养模式》韶一文中指出

教师的专业发展最理想的方式是合作的发展方式(Cooperative Development)。他

提出了教学共同体(Teaching Community)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通过彼

此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具有共同目标、共同行为准则的教育群体。因此，要

求美术教师要发展与各科教师间的新关系，达成共同协作的精神。

3．学科统整教学下对美术教师的新挑战

综上所述，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教学的实施向美术教师提出了更新、更高

的素质要求。美术教师是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教学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因此

如何提高美术教师专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全面、和谐的发展，

这是统整教学面临的迫切问题。期望美术教师在学科统整的前行中，勇于面对困

难，积极挑战困难，为学科统整教育的发展努力。

。汪青松．“科学人文教育融合与复合型教师能力培养”国际研讨会[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年lO月．第153～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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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为核心的

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设计

以创新为核心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研究



本章节中将重点介绍以创新为核心，以美

术学科为主体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

的教学设计。设计资料来源于各种途径，有文

献中记载的、网络上搜索的、一线美术教师的、

更有笔者设计的教学设计，将这些原始的设计

资料结合研究的主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完善，

使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统整更加契合。为了

研究的需要，将教学设计分成三种类型，包括

中学美术与文科、中学美术与理科以及艺术学

科间统整的教学设计。御?o／)

图3—1

第一节 中学美术与文科相统整的教学设计

一，中学美术与语文相统整的教学设计

(一)<淡妆浓抹总相宜——人物速写与素描》教学设计

1．教学设计概况

本教学设计是在《淡妆浓抹总相宜——人 拳科统整的结构关系

物描写的简笔和繁笔》羽这一堂语文课的教学

基础上，结合学科统整的理念重新进行的教学

设计。在新的课堂教学中，美术教师以人物速

写和素描的绘画技巧为主要授课内容，期间不

间断地穿插语文学科中关于人物描写简笔和

繁笔的知识内容，让这两类相似的学科知识点

相互转化、相互促进，帮助学生更全面地理解

这两种知识。在教学中，计算机技术成为辅助

的教学手段，帮助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本教

学设计的学科统整结构为：伽?誓)

、、、『-I并霸菇磊i一．jI，，／、、．计算机技术辅助 ．／7

1～～●一一_一，

。、． 一，

’乙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周萍．中学教9币创新行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lO月．第253～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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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设计的新结构溯?0，)

3．教学设计

图3-3

课 题 <淡妆浓抹总相宜——人物速写与素描》

统整学科 美术学科为主，统整语文学科知识，并以计算机技术为辅助

授课对象 中学生 课程结构 单元课程

美术 · 区分素描和速写两种不同的绘画形式

· 了解它们各自的特点

教学目标

· 掌握描绘人物的绘画技巧

语文 · 区分描写人物的简笔和繁笔两种写作方法

· 了解它们各自的特点

· 掌握描写人物的简笔和繁笔的写作技巧

教学重点 · 学习人物速写与素描的技法

教学难点 · 将两个学科知识灵活地转化及运用

4．教学过程

导入环节

邀请两位学生上台作模特，其余学生按照教师的要求进行口头描述其外表。

点明课题

以语文教科书中的人物描写，来纠正学生的描述，并鼓励再次尝试描述外形
点明本课的学习目标是对人物进行速写和素描这两种人物描绘的技法学习。



之后，请两位学生在黑板上尝试速写技法，其余的学生在画纸上绘画。

评价环节

请学生们运用人物简笔描写来相互评价学生绘画的速写作品

教师在学生评价的基础上，再次适当地引导、纠正．

授课环节

教师出示已画完的素描自画像，请学生对其进行人物繁笔描述

同时，引导学生分析速写与简笔、素描与繁笔的联系和区别。

作业环节

以身边的同学或家人为素材，让学生完成两项长期作业：

人物速写配以该人物的简笔描写：人物素描配以该人物的繁笔描写。

5．教学的课件设计(部分)

素描 人物繁笔描写

；曼。Q
·有嚣r1麓一色_『一。．：l匡
·有明畸变化 曩唧f_黟
·鼍璺立佴 五二：童

4 1、-善
’专、，r—I一 ?，'。■k
《、‘人物> 、_汐”‘
4黧笔籀搿．‰鞋．。

·用戟详细的讯打素形

容如人物鲁方面的特

点

·神奎，动f}；．叠曹

·爱舞，曩照⋯⋯．

、鼻，f一
至，燃，王

’i：。≮5 q

遣写 人物俺笔描写

2乡，t、立 ：蓑萎嚣翥萎雌
‘≮；，·“唯 一⋯⋯

国兰巍冬文芝豢冬

钐二毒‘⋯I。ll-IIi轴～天

i，碧．叠i＼√厶
≥锐主￥惫

6．教学分析

《淡妆浓抹总相宜——人物速写与素描》的学科统整设计，从文科知识背

景出发，寻求其相似知识点背后的本质。在力求找到美术和语文这两门学科知识

的契合点中，发现对人物进行描绘或描写方面的相似知识，并将其知识点统整在

7S



一起进行教学，帮助学生产生对此类知识的连贯经验。

在教学中，美术教师主要运用比较的教学方法进行授课。比如教师运用类比

的方法让学生理解速写和人物简笔描写的相似点，运用对比的方法让学生感受速

写与人物简笔描写和素描与人物繁笔描写的区别。

二、中学美术与文科间多学科统整设计

(一)《新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教学设计

1．教学设计概况 学科统整的结构关系

本设计根据德国著名童话《格林童 ，，一一⋯一～、

话》故事中的《白雪公主》进行改编， ，，7 l，善于‘!
、

主要素材为1937年美国迪斯尼公司制作 ／ ，，k：=：戈

的第一部动画长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

矮人》(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fts)。该片不仅画面精美，配乐也非

常优美动听。

在教学中，美术教师以创新为核心，

以美术学科为主体，结合音乐、设计、

f@]茎喜@、
、、 I⋯一⋯一<⋯_ ，，

戏剧和语文的学科知识进行统整的创意 图3-4

教学，以期待学生能全面欣赏经典动画。

本教学设计的学科统整结构为：懈?叫／)
新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

l

l l I l l

美术 l 语文 I 音乐 戏剧 设计
．：童纛 E 藏 k 蕊 ∽一^。煮l b。 ；3

n珊怦譬蝴|
l

_名曲的欣赏 U儿童剧表演
1 -I服装设计

i戏剧的配乐选
f

一 色彩搭配 ] 择 叫舞台设计
l布景、道具等

-I 绘制 图3-5



2．教学设计的新结构溯。了_引
3．教学设计

课 题 <新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

统整学科 美术学科为主，统整语文、音乐、戏剧和设计的学科知识，并

借助计算机技术为辅助

授课对象 中学生 课程结构 主题单元课程

关术 · 了解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欣赏动画作品

· 在已有的色彩知识基础上，了解色彩基本搭配方法

· 在造型表现领域中，学习舞台道具制作

语文 · 了解什么是剧本

· 尝试改编一个童话剧本
教学目标

音乐 · 了解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欣赏名曲

· 学习为剧本选择合适的配乐

戏剧 · 学习可以通过哪些方面来塑造人物

· 完成《新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儿童话剧表演

设计 · 为儿童话剧设计舞台背景和道具

教学重点 · 儿童剧本的创作

教学难点 · 将多个学科知识灵活地转化及运用

4．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动画欣赏

本课时主要以迪斯尼动画<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做欣赏教学，带领学

生从画面的构图、色彩、造型等，以及动画的镜头，包括特写、近景、远

的欣赏。让学生对动画产生初步地认识．

第二课时：色彩搭配

本课时中，主要学习色彩的搭配，从服装的色彩搭配、景物的色彩搭配到

整个画面的色彩搭配都要统一到一起，为一部片子的主题服务．

第三课时：配乐赏析

本课时主要以迪斯尼动画<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中的配乐做欣赏教学，

让学生在世界名曲中，领略更深一层的音乐奥秘。从作曲家的背景、创作

观念和风格等方面开始了解，带领学生从音乐的节奏、旋律、调式等方面
进行欣赏．让学生对交响乐产生初步地认识．



第四课时：创作剧本

奉课时主要以迪斯尼动画<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剧本为截体，进行

再创作。首先，让学生了解什么是剧本，包括形式、要素等：其次，让学

生根据自己现在的生活实际，创作一个21世纪版的《新白雪公主与七个小

矮人》的儿童表演剧本。

第五、六课时：儿童剧创作

本课时主要以已创作完成的<新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剧本为基础，进

行儿童剧袁演。首先，让学生欣赏已有的儿童剧表演形式等内容：其次，

与学生商议角色的安排等环节，让学生当导演、演员和工作人员，完全置

身于虚拟的真实场景中。

第七、八课时：情境设置

本课时中，学生导演和演员们进行排演儿童剧，努力通过角色扮演刻画好

自己演绎的人物形象。其他“工作人员"将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自己的

_工作一，包括服装、舞关、道具等设计与制作。在这个教学环节中，全体

学生将进入一个虚拟的现实情境中，最终共同完成这一统整教学。

5．教学的课件设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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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学分析

《新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学科统整教学设计的创新点在于不仅将多学科

统整在一起教学，更是让学生在一个大情境中进行角色分工，共同完成一件作品。

美术学科占据主体的地位，充分发挥了它的可视化作用。

在教学中，教师设置了一个社会情景，并运用探究性和师生合作的教学方法

进行授课。在前期知识积累的基础上，鼓励、支持学生自主探究在情景教学中，

找到自己所擅长的角色，无论是儿童剧角色扮演，还是剧场工作人员角色的扮演。

在这个教学中主要是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和合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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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学美术与理科相统整的教学设计

一、中学美术与理科相统整的教学设计

(一)<大碗岛星期天的午后》鉴赏教学设计

1．教学设计概况

本教学设计的灵感来源于一个学生的一句话：“像电视机屏幕上的色点就是

三个颜色的”。《大碗岛星期天的午后》鉴赏教学原本作为初中学生的美术鉴赏课

出现，但在课堂教学中分析点彩画的色彩要素时，一名学生的一句话让教师在课

后深思良久。最终有了这堂以美术鉴赏教学

为基础，结合初中物理学科中“光的颜色，， 学科譬苎笪苎塑关系
的相关知识的教学。在统整教学的理念下， ，，7 ／一、、 、、

美术教师以法国艺术家修拉的《大碗岛星期 ，／ ／’ ．：．．
、、

天的午后》这幅点彩画为素材进行点彩画的 ? 、． 上 j

鉴赏教学，当讲述到当时修拉所接受的新理 !＼～“了物理： ?
论——光学理论时，穿插物理学科中关于光 I、． ＼一一／ ／

学的理论，让学生能将物理的知识和美术的 、、、：计算机技术辅助 ：，，7

相关知识串联在一起进行学习。在教学中， ‘、、．⋯．，，，7
计算机技术作为辅助的教学手段，帮助教师和 图3-6

学生的教与学。本教学设计的学科统整结构为：懈。罗币夕
2．教学设计的结构悯?一∥

3．教学设计

图3-7

课 题 <大碗岛星期天的午后》鉴赏教学

统整学科 美术学科为主，结合中学物理学科知识，并借助计算机技术。



授课对象 中学生 课程结构 单元课程

美术 · 初步接触点彩画，知道点彩的绘画特点

· 学习费罗门的鉴赏方法，运用类似于叙述、分析、
教学目标

解释和评价的鉴赏环节来鉴赏艺术作品

物理 · 回顾物理学科中光学理论

教学重点 · 学习费罗门的鉴赏方法来鉴赏艺术作品

教学难点 · 将两个学科知识的灵活转化及运用

4．教学过程

导入环节

直接展示<大碗岛星期天的午后》，请学生仔细观察它的特别之处．
此处留一悬念，为何会产生此中特殊的效果。

分析环节(一)

教师引导学生分析画面的构图和造型等要素

分析环节(二)

教师引导学生就作品的色彩进行分析

在这个环节中教师涉及物理学科中基本的光学理论

解释环节

请学生思考艺术家想通过这件艺术品想告诉我们什么

在这个环节中教师涉及物理学科中关于光色混合的理论

5．教学的课件设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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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学分析

在《大碗岛星期天的午后》鉴赏教学的学科统整设计中，试图将文科与理科

的知识统整在一起，但文理科间很难找到相契合的知识点。本设计是将理科的知

识辅助文科知识进行教学，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点彩画中光色混合的效果。

在教学中，美术教师利用物理的知识，步步深入地引导学生理解点彩画的特

点，并鼓励学生自主探究其中的联系和奥秘。

二、中学美术与理科间多学科统整设计

(一)<校园生态池塘计划》笛教学设计

1．教学设计概况

在校园生态池塘的计划中，教师向学生提出了一个复杂的情境，需要调动先

前所学习的知识才能完成。按照学科统整的理论，教师只有在课堂上将各学科知

识组织起来进行教学，才能将这些知识调动起来，具有意义。本计划以美术课为

“参考：中日韩共同编撰环境教育教材编委会编写．中日韩环境教育创新方法指南[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

出版社，2009年3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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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动计划的结构(如图3-9)

3．教学设计

图3-9

课 题 l：校园生态池塘计划》

统整学科 以美术学科为主，统整语文、劳技、生物、地理学科知识，并

借助计算机技术为辅助

授课对象 高中学生 课程结构 主题单元课程

美术 · 创作一幅理想中的校园生态池塘景观

· 绘制校园生态池塘景观的图纸

教学目标 语文 · 为校园生态池塘景观进行证名

劳技 · 运用废旧材料搭建一个校园生态池塘景观的模型

生物 · 了解池塘里的生态情况，观察生物的习性，创建一



个生态的校园池塘景观

地理 · 分析四季变化为生态池塘带来的不同变化

教学重点 · 构筑生态池塘的生态系统

教学难点 · 将多学科的知识灵活地转化及运用

4．活动过程

美术活动：画一幅理想中的生态池塘景观

作为一堂造型·表现领域的色彩创作课程，激发学生大胆地创作自己心目

中的生态池塘。鼓励学生养成打草稿的习惯。

美术活动：绘制生态池塘设计图

要求学生根据自己创作的生态池塘景现，设计一个真实的生态景观图纸。

将学生设计的作品全校展示，甄选最佳的设计图，将其确定为学校的生态
池塘设计稿。

V
语文活动：征名启示

在语文课上，教授征名启示的书写格式、要点等知识。分小组分别为校园

生态池塘写一份征名启示和本小组的征名。将征名启示张贴于布告栏。请

全校学院共同征名，最后投票选出最佳的名称．

弋夕
荚术与劳技活动：制作生态池塘的模型

利用前期收集的废旧材料，根据设计图纸，剞作一个校园生态池塘的模型

弋夕
生物与劳技活动：搭建生态池塘

在环节中，需要多方力量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生物教师的协助，才能共
同完成生态池塘建设的教学．

弋夕
地理和生物活动：定期观察和维护生态池塘的环境

这一教学活动是---．项长期的学生活动，教师需要定期组织学生观察和维
护生态池塘的可持续．

5．教学的课件设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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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学分析

该统整教学包括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时间跨度较长，同时也需要多方的支持。

在教学中先以美术学科为主体，到最后逐渐过渡到思想教育的熏陶。教师采用循

序渐进的方式让学生热爱大自然，享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培养学生作为“地

球公民”的意识，在活动过程中让学生讨论如何让各种生物共同生存下来，感受

到可持续的重要性。

这一教学涉及众多学科、时间跨度也比较大，还利用到了学校的资源，所以

需要多方力量的协助。因此，该系列教学的顺利实施需要得到学校和各学科教师

的支持和帮助。

三，总结二’芯绢

这些以美术为主体的统整教学设计，以学科间知识的契合点，或以某一主题

教学活动为契合点，统整在一起。这样的教学活动，对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具有

一定的挑战。学校的支持和重视是至关重要的；对教师而言需要具有较高的知识

和综合素养的要求，才能掌控好教学，有效地实施教学；对学生而言，也需要有

相关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才能完成这样的学习。





以创新为核，b的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的教学研究



第一节 创意产业背景下中学美术教学的新趋势

随着“现代媒体艺术(Modem Media Art)99“数字媒体艺术(Digital Media

Art)"、“多媒体艺术(Multimedia art)’’和“新媒体艺术(Mew Media Art)”等

艺术形式的出现，美术教育领域也发生了变化。《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

铂中指出：“现代媒体艺术是运用影像设备与技术、计算机设备与技术以及互联网

络资源表达观点、思想和情感的新兴视觉艺术形式。”它强调了科技这一媒介在

教学中的运用。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87，在以创新为核心的、

以美术为主体的学科统整教学中，科技也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第一生产力”。

本节主要介绍美术与科技的相交汇所产生的富有创意的教学以及独特的艺术语

言和表现形式。

灯光艺术表演摄影教学案例

(一)艺术家的创作

灯光艺术表演摄影教学案例(LightArt

Performance Photography，简称LAPP)的创作

原理是运用LED光源棒、激光、焰火等发光源

制造出一些美轮美奂的瞬间，然后用单反数码

照相机，利用长时间曝光的技术，来处理运动

中的光线，最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张张

未经电脑处理的、奇妙的光线“喷涂”或“描

绘’’在照片上，光影素描和光影绘画就是这样

诞生的。早在1949年，毕加索就已经采用这种

艺术形式进行创作了。懈擘。夕 图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4月．

”邓小平(1904～1997)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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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教学

我们生活中的手电筒或是荧光棒等发光的物品，运用到美术教学中，再配以

相机就可以实施这样一种艺术形式的创作了。

L教师明为高中生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光动艺术》创作实践课，将学生

置于一个光影的奇幻世界中。学生不仅了解了光在艺术中的运用及其表现方法，

包括投影、灯光装置、霓虹灯艺术和灯光艺术表演摄影等，还通过体验和创作活

动环节让学生亲身感受了“灯光艺术表演摄影”的乐趣。

要完成这样一堂课，必须具备的是一间光线被遮挡住的教室、单反数码相机、

手电筒、荧光棒脚擘誓人蜡烛、有色透明塑料片等。
教师没有过多的赘述理论知识，学生在了解一般概念后就进入了创作阶段。

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创作，每组由组长和组员组成，先制作草图，教师提示注意点，

包括抽象的构成形式(点、线、面的关系)、画面中色彩的选择和运用、光源的

大小和运动的轨迹以及速度。然后学生进行表演，同时拍摄作品啪垂勺，)，
在视频实时展示学生的创作，并进行自评、学生互评和教师点评。

图4-2学生准备的荧光棒图 4-3一个小组的学生在创作作品

图4-4学生在画设计草图4-5在视频上显示学生的作品

与这个教学案例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2010年10月18日在上海市甘泉外国

语中学上演的一节课。Z教师89运用同样的原理领带学生走进了光影的世界，去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学院06级本科生林吴于2009年10月22日在上海市宜川中学进行教育实习期间的公

开课。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学院06级本科生张惠博于2010年10月18日在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进行教育实习

期间的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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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奇妙的光的艺术。但此教学的创新点不仅在于光动艺术，更在于将人像和光

影的结合。懈掣叫、4-5)通过这样的教学活动，学生们不仅学会了一种新的
创作方式，还感受到光动艺术的魅力。

复制艺术教学案例∞

(一)艺术家的创作

复印机难道只是单纯的复制吗?它是没有思想的机器吗?事情不见得如

此，复印机也可以派大用场。

艺术家们早已开始运用复制艺术创作艺术作品了，他们使用高端数字艺术

微喷(Giclee)打印机，将它作为创作手段的一个补充。当艺术家创作出素描、

水彩画或版画等作品后，他们在机器上任意编辑、拼贴作品并复印出来，成为了

一幅新的作品。

(二)建议教学

在我国多数学校都有复印机，一些学校还配备有彩色复印机，现在这些设

备都是教师使用的，学生几乎不会操作使用。其实用这些普通复印机就可拓宽学

生的美术创作，将学生的作品复制，学生就可以以此为基础进行再创作，比如用

多种方法上颜色或拼贴而无损原作品。

在教学中，可以将学生早前创作的作品或是不满意的作品进行再创作。首

先是将原作复制多份，然后鼓励学生将作品扩大或缩小，可以任意剪切，拼贴出

几个不同的版本，创作出多个版本的拼贴画。当学生使用复印机时，他们可以很

自然地了解到现代技术为艺术家们带来的便捷，还可以学习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

他们的想法，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复印机的帮助。

传真艺术教学案例卅

(一)艺术家的创作

”(美)艾尔·赫维茨、迈克尔·戴著，郭敏译．儿童与艺术[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8月版，



传真机只是单纯的办公用品吗?它能为艺术创作出力吗?

艺术家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通过传真机从加利福尼亚州(State of

California)向明尼阿波利斯沃克艺术中-I=』,(WalkerArt Center)发送了一套完整的壁

画。壁画的图像是用计算机制作的，打印出来的每一页都是这幅壁画的一个小片

断。而在艺术中心，这些单独的纸张从传真机中打印出来，再被聚合在一起，贴

在一面大的墙壁上，创造出一幅壁画作品。

(二)建议教学

利用这一方法，可以让学生尝试用传真机来传递和展示他们的作品。在教学

中可以进行这样一些活动：第一，向学生当场演示接收一张传真的情境，并解释

传真机是怎样工作的：一张纸上的文字和图像只通过电话给出一个小小的声音信

号就可以传送出去，同时被另一台传真机所接收，并在接收方的另一张纸上重建

和原文一样的图像；第二，联系一个社区、一所学校、一家公司或另一个国家，

让学生创作一幅平面作品，并通过传真机将自己的作品传递给对方。通过此种方

式鼓励学生和外面的世界交流，联系友谊。

在该项活动中，如何对他们的成绩进行评价呢?首先是学生需要创作出好的

作品；其次由于需要传输，因此要求高质量的作品；第三是作品是否成功地传递

或接收对方的作品或答谢信。

四、网络艺术教学案例

(一)艺术家的创作

四大发明似乎已是记忆中的事情了，在数千年后的今天，互联网

(International Network，1969年)的出现让世人为之一震。它是继造纸术和印刷

术发明以来，人类又一个信息存储与传播的伟大创造，被称为第五次信息革命。

网络教育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而生的，它以现代教育思想和学习理念为指

导，充分发挥网络的各种教育功能和丰富的网络教育资源优势，向教育者和学习

者提供一种网络教和学的服务，这种服务体现于用数字化技术传递内容，开展以

学习者为中心的非面授教育活动。

在这些网络空间里存储着大量美术作品，开设众多交流的平台等，这些网络

资源大可以运用于教学，或辅助于教学。

(二)建议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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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网络设备已是我国大多数学校中必备的教学设施，学校也为学生开设

了计算机课程或是兴趣班，学生可以利用这一多功能的网络空间平台，在其中尽

情地对艺术世界进行探索。

在教学中，可以利用学校的网站，让学生将自己的创作上传到网络空间中，

在那里既可以欣赏其他学生的作品，相互借鉴，也可以对上传作品进行评价，以

及了解到其他学生对自己作品的评价，达到相互交流学习的目的。同时，要鼓励

学生浏览其他学校的网站，在校与校之间建立起互动交流的平台。而各大博物馆、

美术馆、艺术教育机构的网址都可以在本校的网站里有链接，方便学生通过网络

这一快速通道进行欣赏。

五，动画艺术教学案例

(一)艺术家的创作

动画是一种综合艺术门类，是工业社会人类寻求精神解脱的产物，它集合了

绘画、漫画、电影、数字媒体、摄影、音乐、文学等众多艺术门类于一身的艺术

表现形式。镗

动画艺术可以追溯到1826年约瑟夫·高原发明的转盘活动影像镜，甚至更

远的时间。随着近现代科技的进步，动画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迪士尼”是大

家都熟知的名字，1928年，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创作出了第一部有声动

画《威利汽船》，1937年又创作出第一部彩色动画长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他逐渐把动画影片推向了颠峰。日本的动漫事业发展的相当有规模，有许多我们

喜爱的动画影片和动画艺术家，例如：手冢治虫创作的《铁臂阿童木》(1962)、

藤子·F·不二雄创作的《哆啦A梦》(1973)、宫崎骏创作的《风之谷》(1984

年)和青山刚昌创作的《名侦探柯南》(1996)等。∞

(二)建议教学

在动画艺术进入美术课堂的教学中，我们需要一架带有三脚架的数码相机和

一台电脑即可。数码相机和电脑都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件寻常的家电，

这不会对动画艺术教学产生障碍。

“动画．百度百科[E1．http：／／baike．baidu．com／view／7262．htm#sub7262．引用日期：2011年4月“日．

”日本动漫．百科[E]．http：／／baike．baidu．com／view／495014．htm#sub495014．引用日期：2011年4月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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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老师驰在初中预各年级引入了定格动画艺术教学，利用4个课时的时间带

领各小组的学生利用数码相机和Windows Movie Maker剪辑合成软件制作完成了

一段动画短片的创作。第一课时主要是动画欣赏教学，简单的动画知识以及如何

制作动画的基本步骤；第二课时指导学生绘制一个“会动的小动物”，这里除了

需要基本的绘画工具以外，还需要硬卡纸、连接线等工具；第三课时主要讲解基

本的摄影知识和拍摄技巧；第四课时是如何利用Windows Movie Maker剪辑合成

软件制作完成了一段动画短片。通过这一单元教学让学生了解动画创作的基本原

理，学会简单的定格动画，致力于提高学生的绘画技能和创意。才能以及音、形、

色的综合表达能力；考察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具体哪些能力可获得提高，尤其关

注学生创造力的表现；在培养学生创造力方面做深入探索，探究提高学生创造力

的教学策略与方法。

在动画教学中学生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不少学生利用周末时间进

一步完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动画艺术教学可以较全面的发展学生在绘画、动

手能力、想象力、创造力等方面的能力。馏4-6、擘一7’擘昭、擘-9夕

图4-6学生正在画分镜稿 4_7学生正在制作会动的小动物

图4_8 学生正在拍摄分镜动画 ¨学生创作的动画作品的截图

舛上海市普陀区桃浦中学美术教师支力群老师提供。



六、结论，、、缩咒

我们发现，当艺术遇见了科技，两者就能产生强大的爆发力。当学生运用科

技创造艺术时，会带来不一样的创新点。

每届世博会都为人们带来一个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盛会，2010上海世博会亦

是如此。虽然世博会已经结束，但世博会为人们生活带来的却不止于此。2010

年9月10日，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被命名为“上海创新教育实践基地"。

驰那里将成为今后为学生开展素质教育活动和实践创新活动的重要基地。城市最

佳实践区是上海世博会的一大创新项目，集中展示了全球具有代表性的未来城市

的样板，不仅是科技发展的平台，更是激发智慧潜能的创意空间。此外，上海市

教卫党委、市教委还开展了《世博一课》教育教学方案征集活动。这一活动涵盖

语文、数学、外语、体育、艺术等16个学科门类，既有文化课教学，又有主题

班会活动。在收到的2018个教学创新案例中评选出了最具代表性和推广性的11

堂《世博一课》。这些教学创新案例，拓展了新的教学模式，也启迪了教师和学

生的思维。

”钱滢．城市最佳实践区成为上海创新教育实践基地[E]．http：[／xmwb．eastday．corn／．发表日期2010年9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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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开拓研究的新视野

本研究的局限性

．笔者经过对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类文献理论的梳理、美术学科统整教学的实地

调查，力求不断完善本研究课题，但始终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本研究由于受到研究时间的局限，无法用真实的事例来论证“以创新

为核心，以美术为主体的学科统整教学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效途径”。就本文

而言，无法将统整教学从课堂实施开始一路跟踪到学生们成长就业，直到为创新

型国家建设出力。

其次，本研究无法全面且深入地了解各国美术学科统整教学的真实现状。本

文中举例了中国、日本、美国和英国的一些相关美术学科统整教学的信息和案例，

但是还缺乏研究的广度。

最后，本文的采访对象涉及到上海和广东地区，主要以美术教师为主，未能

对其他学科的教师进行访谈，这样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不够深入和广泛。

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本文在第一章中梳理和总结了相关学科统整教学的理论概念，第二章重点论

述以创新为核心。以美术为主体的学科统整教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第三章是教

学案例开发，最后进行研究展望。虽然，笔者力求使研究具有广度和深度，但仍

有不足之处，现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设想下一步的研究。

首先，需要做的是案例跟踪的工作。将本文开发的以创新为核心，以美术为

主体的学科统整教学案例实施于课堂教学，并开发更多的教学案例进行教学实

验，对本文提出的统整教学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效途径进行进一步论证。

其次，更深入和全面地研究国外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的情况，包括基础教育阶

段、高等教育阶段以及学科统整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影响。从国外已有的

经验和已取得的成就中提取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部分进行融会贯通，以期加快我

国学科统整教育的发展。



最后，教师是教学最直接的因素，开展对教师职前和职后培训的研究，探索

出一条适合于学科统整教育的师资培养的道路，以加速学科统整教育的进度和提

出成效。

三，结语二’绢塔

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学科教育也从最初的大学科教育下，分成

了众多子学科，又在时间的推移下，“统整”的教学理念回到了教育界。笔者坚

信统整教学力求打破各学科知识间无形的界限，把原本分割的各类学科知识有机

的串联起来，在现实的生活中产生新的知识集合，这样的知识集合才是真正有生

命的知识。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面对的各种事件，无论是在衣食住行方面，还

是在工作学习方面，都需要知识作为后盾。我们追求统整教育的目的是期待它能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用更完善的知识体系适应全球化发展的现代社会，并以期

能推动现代社会的发展。



附录一

论文附录

《中国美术教育》中相关美术学科统整类文献的详表

年份 期 号 论 文 作者 起止页

第2期
1999年 21世圮中小学美术综合课程体系的思考 程明太 12--13

总”4期

第2期
20∞年 高中美术、音乐综合欣赏课的设计 昊毒 37"-'39

总120期

第4期 激活美术课堂的行动研究走进全面综合的
2∞1年 周性茂 2"--6

总128期 美术教育领地

第1期
2∞2年 全球化下的世界美术教育 胡知凡 42"--,46

总131期

第5期
2002年 跨越学科界限的荚术教育 钱初熹 2"--'7

总135期

第2期
2003年 中小学美术综合课程建构的理论思考 严抒勤 13"--'16

总138期

第2期 r智力关一跨学科美术教育课程开发与实施
2004年 周性茂 6～11

总144期 研究>

第4期 音乐在美术教学中应用的探索与实践 徐海华 37---37

2004年
总146期 关术教育的新动向 钱初熹 43---46

第6期
2004年 荚术课程费源的整合 仲信生 7～10

总148期

第1期 美术课程资源的整合(续) 仲信生 11"-14

2005年
总149期 浅谈对美术教育中。综合一的认识 魏恚英 15"-．'16

第4期
2005年 美术教育的多元整合及与时俱进 祝湘秦 43--44

总152期

第5期
勿将。综合一泡沫化 王家健 10"-'11

2005年 科学向美术招手美术向科学回眸 林翠梅 30～32
总153期

美国综合艺术教育及其课程结构述略 常君睿 44"-46

第6期 美术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整合中的问题及其
2∞5年 张颗 役～柏

总154期 应对策略

第5期
2007年 皖整课程趋势下的美术教育研宄 张锦 71～72

总1贷期



附录二

关于中学美术学科的调查问卷

你好!为了了解大寥对美术学科的看法及上课情况，我们进行了这次的调查问卷．奉

同卷地属研宄之用，不记名，不评估．调奎的科学性取决于你填写的真实性，谢谢!

请先留下你的个人信息．

学校： 年扳： 性别： 年龄：

1．你的美术课是怎么样的7

·课程内容

A、按照课本教授

C、脱离课本内容教授

请举例：

B、参考课本，结合其他内容教授

D、教授内容具有创新性

●授课形式

A、讲授式 B、启发式

●作业情况

A、按照课本布置作业

C、没有作业

请举饲：

C、提问式 D、讨论式 E、示苑式

B、参考课本。结合实际课堂内容布王

D、作业有新意，需要探究完成

2．那你心目中的美术课又是怎样的?

课程内容：

授课形式：

作业情况：

3．你是否在一堂课的学习上用刭其他学科的知识7如：历史、地理、语文等．

A、有过 B、没有过

请举饲：



4．你是否觉得在学校里学习的各门学科之闻的知识是有联系的7

A、是有联系的 B、联系不密切 C、没有联系

请举例：——

5．你是否觉得在社会上是需要对学校课堂上的知识进行融会贯通后，才能运用的?

^、是的 B、不是的 C、联系不密切请举倒：——
6．你是否觉得作为一个在社会上的公民，需要具备综合素养和知识技能?

A’是的，需要综合能力 B、不需要综合能力 C、不知道

莆举饲：——



附录三

关于中学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统整情况的教师访谈提纲

访谈时间：

访谈地点：

访谈对象：

访谈者(记录者)：

尊敬的老师：

您好!

我是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的研究生。我希望能了解美术教师对中学美术学科与其他学

科相统整的看法与实施情况，想对您进行一次简短的访谈，访谈内容只做研究之用，请您畅

所欲言。谢谢您!

请您先填写基本信息：

性别 A、男 B、女

教龄 A、1～3 B、4～6 C、7～10 D、1 1以上

学历 A、专科 B、本科 C、研究生D、其他

您的学校位于 A、省会 B、地级市 C、县级市或县D、乡镇

您的学校位于 A、经济发达地区 B、经济中等地区

C、经济欠发达地区 D、经济落后地区

您的学校属于 A、省级重点 B、地(市)级重点

C、县(市)级重点 D、普通中学

(以下为访谈问题)

1．你是否在教学中运用过其他学科的知-／g?请举饲．

2．你是否上过以关术学科为棱心，默入其他学科的美术课程7请举例．

3．你在进行学科统整教学中遇到了哪些问题7是如何解决的?

4．你认为学科兢整教学是否有必要7为什么?

5．你认为美术学科可以和哪些学科进行统整教学7为什么7

6．你是否有意识在进行学科兢整教学的吗?为什么7

7．你认为学科统整教学的优势和缺点是什么?

8．你认为学科统整的发展趋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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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明读本[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6月．

意经济比较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5

5． (美)平克著、林娜译．全新思维[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6月．

6．罗玲玲．让创意破壳而出：激发中学生创造力[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年5月．
’

7．胡珍生、刘奎林著．创造性思维学概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

8．周萍．中学教师创新行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年10月．

9．北京创造学会、创新型中国网著．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读本[M]．北京：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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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师大的校园里一待就是七年，现在是真的要离开了，心里满是不舍!回首

当年懵懵懂懂的我，审视现在自信成熟的我，心中感慨万千。

首先，最想感谢的就是我的导师——钱初熹——那是一位睿智的学者、一位

严厉的老师、一个慈祥的母亲、一个可爱的朋友。本科时的毕业论文也是钱老师

指导的，让我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本文的研究从选题、研究过程到最后的成形

也都得到了钱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此，以我最诚挚的心，对钱老师说声：“谢谢!”

感谢她顶着在平日里繁重的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情况下，还不辞辛劳的关心、

指导我的毕业论文。钱老师多次询问我的研究进程，为我解答疑问，帮助我开拓

研究思路，精心点拨、热忱鼓励。钱老师一丝不苟的作风，严谨求实的态度以及

慷慨豪爽的热情都带给我很多感触。

感谢所有教育、关心、帮助过我的老师们、辅导员们、同学们和朋友们，怀

念我们一同经历过的日子。感谢我的老师们对我各科学习的教授以丰富我的知

识；感谢我们的辅导员老师对我们生活的照顾和关心；感谢我的同窗好友们，特

别是我的室友们对我的学习和生活给予的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不能忘却是还有父母，他们默默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谢谢爸爸妈妈!

最后要感谢自己，感谢自己在这七年来的努力和坚持。当华美的叶片落尽，

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2011年3月27日

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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