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6 

Education Research 

核心素养下小学美术教育中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重要性 
 
罗晴  热娜·买买提 
新疆师范大学 
DOI:10.32629/er.v3i5.2746 
 
[摘  要] 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说过：“处于伟大的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需要的是创造力”。教育教学中创造力的培养关系到教育教学与社会人才的

供给是否匹配,是当今需要迫切研究的话题,在小学美术教育中更是可以发挥学科特点来发展青少年的核心创造力,在提倡发展“美术学科核心

素养”的今天,创造力的培养在发展“美术学科核心素养”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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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后半叶起,美术教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心理学研

究为基础的儿童美术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此以培养孩子创造性为基

础的美术教育拉开了帷幕：奥地利的齐泽克在自身的美术教学的实践工作

上证实了：他认为无论在什么场合,美术教育的方法应该遵循青少年的个

性,让他们自由独特发挥,否定固定的技术教育。 

2018年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这意味着中

国基础教育美术教育将全面进入“核心素养时代”。根据尹少淳在《中国

美术报》118期“美育·艺教”中谈到的“美术学科五大核心素养”
[1]
,由

此引出新的问题,是否要在“核心素养”下小学美术课堂中培养学生的创

造力,如何在核心素养下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根据“美术学科核心素养”发

布之前的资料查阅中笔者受到了启发,并做进一步理论上的构想,为什要

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在小学美术学科的学习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那在“核

心素养”下的小学美术课堂中又该如何用“美术学科核心素养”发展学生

的创造能力呢？笔者分为以下几点进行阐述： 

1 小学课堂中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的意义 

1.1培养学生创造力可以增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 

在尹少淳“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前世今生”中写道：“从文化

的角度看待事物是整合的,因为文化是跨学科的,可以将很多方面和学

科整合于其中。”
[2]
创造力更是可以把多个学科的知识加以整合,创造出

更多的价值。绘画是孩子的第二种语言,是他们内心世界一种独有的表

达方式,这似乎是一种孩子的本能与天性,在这种表达方式上加以引导,

便有助于孩子的成长。国外一位名叫Bloom的研究者设计了高阶创造力

思维的培养模式,并研究发现创造性思维的联想在小学阶段就可以开始

培养。有些美国心理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描写说道,教育不应该只注重

知识的传播应该更加关注知识的创新与再创造,
[3]
所以在陈铭2008年研

究生的毕业论文《创造力在小学美术教育的运用研究》中提出了利用扩

散性思维、惯性思维和极限思维结合小学美术课堂教学来探讨培养现阶

段小学学生思维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思维的训练,可以使增强各个学

科之间知识的联系,实现知识的再创造,
[4]
例如,在上欣赏·评述这个板

块的课的时候,人教版四年级美术下册课本中《珍爱国宝——秦始皇陵

及兵马俑》一课所涉及到的知识点就可以和小学语文、小学科学、初中

历史等科目中知识点建立联系,有助于提前培养多学科知识传授的兴趣

点,创造已知知识与未知知识间的连接面,更是培养扩散性思维,多角度,

多方位的去理解和运用知识。 

1.2发挥美术学科的独特之处,提高教育教学育人的最大化 

音体美三大学科一直以来在基础教育中所占重视的比重相较其他

学科薄弱,由此导致现阶段高校毕业的一些美术教师在基础教育传授的

过程中也不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导致理论知识的匮乏在高校学习的过

程中更是出现重专业轻理论的现象,由此导致恶性循环。一些美术教育

专业老师的不严谨不规范导致其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教学质量相比还

存在一定的距离,与社会发展脱节,在传统教育弊端的驱动下,现阶段创

新型的教学模式被很多老师及学生喜爱,之前的以经验为主知识与技能

为辅的教学模式,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所被淘汰。1998年12月中央教科

所单位提出了“创新思维教育的研究与实验”的课题,之后从“素质教

育”到“核心素养”,其中创新型的教学模式更是百花齐放,但为了培养

青少儿创新思维的构建,有些教学模式中出现了“过”的现象偏离了教

学的方向,忽略了美术教育的本质。在德国和日本在美术学科创造力的

培养上颇有建树,日本更是多于我国现阶段小学美术课程的设置,美术

学科教学中更为重视美术学科的自主性与灵活性。由此可见,相较于国

外的美术教育情况来看,在我国小学美术教育教学中的偏见还根深蒂固,

“传统式教育”的模式还是没有打破,在此基础上我们更要借鉴国外先

进的小学美术教育模式与案例,来与中国传统的美术教育相结合,创造

出符合我国国情小学美术教育体系
[5]
。 

1.3根据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著作的内容显示这个阶段发展孩子的

创造力为教育阶段的核心时期 

如今随着科学进步的不断发展,少儿所患心理疾病的数量正在逐年

增多,根据孩子的心理特征进行教学有助于孩子在小学阶段人生观价值

观的引导,心理学家把6-7岁称为孩子的童年期,把11-12岁称为孩子的

少年期,童年为学龄初期是教育教学的基础时期,也是人一生的基础时

期,这个时期的儿童在美术教学中既具备抽象思维,又具备推理逻辑,所

以,这个时期是培养孩子创造力的核心时期,埃克里森认为6-12岁是发

展培养勤奋感克服自卑感的黄金时期,儿童的感性思维是从自觉到理智

再从理智到思维的转化,是有一定的发展过程的,吴冠中的学生杨景芝

曾在她的讲座中说,少儿美术课程的教授不赞成自由化不干预的去做,

应顺应青少年的发展,不要用自己的看法,家长的看法,成人老师的看法

来要求青少年。 

2 如何在核心素养下去培养学生的创造性 

小学为青少年的萌芽期,这个阶段的小学美术教育尤为重要,并且可

以发挥美术学科的独特作用,美术是一种视觉形象,是美术“核心素养”之

源,“美术学科核心素养”又分为“图像识读”、“美术表现”、“审美判断”、

“创意实践”和“文化理解”,“图像识读”和“美术表现”又是美术学

科独有的育人方式,更要立足于小学美术课的教材,在把握“三个维度”教

授的同时去探寻核心素养中的小学美术课程的教授,从“图像识读”“美术

表现”“创意实践”中符合孩子现阶段的教育心理来培养小学美术教育的

创造力。下面我们就三方面进行探讨： 

2.1“图像识读”中发展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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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岁的孩子分别处于童年期和少年期,这个时期的少儿记忆力最

佳,他们的记忆方法是把知识记忆成图像,又在图像之上产生影响,进而

创造,美国著名图论学者哈里说过：“千言万语不及一张图”图片是信息

的载体。研究表明这个时期的孩子依然离不对图像的喜爱,图像是比文

字更为直观的表达,把图像运用到教学中,即可以提高教学的时效性,又

可以增加教学的趣味性,自主的识读图片中的内容可以锻炼青少年图像

检索的能力,在图像识读的过程当中加以引导创造,比如说可以采用联

想式教学
[6]
。 

2.2“美术表现”中发展创造力 

“美术表现”是思维创造的具象表现,这种表现是带有审美意识的,

不同的思维,表现手法则是不同的,这种能力取决于学生对艺术认识的理

解与他们想采用的方法,每个人的表达方式都为不同,我们教授的过程中

切忌把自己的思维观念的强制灌输,应该循序渐进,以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为主,引导为辅,使美术表现结合图像识读培养他们自我的思维创作模式,

跟着他们的想象力走,保持他们想象力的鲜活性,用引导来培养他们的创

造力。 

2.3“创意实践”中发展创造力 

在实践中发展创造力这个方面的我们可以运用好他们的第二课堂,教

授方式上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不要仅仅局限于单课堂上的传授,可以安排

一些户外写生,观看展览,博物馆等的一些活动,培养他们自我的兴趣点,

寻找他们的创意灵感。 

3 创造力的培养在小学美术核心素养培养中发挥的作用 

小学美术核心素养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力的培养,创造力的培养离不开

小学美术核心素养的发展,奥地利的齐泽克在他的文章种说道：“自然与人

工物的复制不是艺术,少儿美术的第一目的是发展创造力现阶段的小学美

术教育更要结合,这对他们的终身发展是有益的。”
[7]
 

“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宗旨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提高学生感

受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培养,更是要根据学生的性

格特点,学生的学习环境,学生的个人经历所形成的,更是要经历从“感知”

到“认识”到“创造”再到“发展”的过程。
[8]
创造力的培养使得美术

教师的教授方式也不能局限,在不脱离学科本身的情况下,更可以或多

的采取多种传授方式,例如,用扩散性思维传授的等,打开青少年对知识

传输的抗拒,对固定思维的局限,培养多角度看世界,让他们更好的创造

自我。创造力的培养更是与“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缺一不可的,创造力的发展更是在“核心素养”之上产生的量的积累到

达质的飞越。 

综上所述,在小学美术教育中创造力的培养是美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

一环节,但是它更要注重结合在“核心素养”之上发展小学美术教育,发挥

美术学科独有的“图像识读”“美术表现”的功能教育,一定意义上来说,

离开培养学生创造力的小学美术教育,不能称之为美术教育,是融入“三个

维度”,中去探索与发展青少年核心创造力的方法,在不脱离“美术学科核

心素养”的情况下去发展青少年的核心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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