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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中小学美术教材的发展可归纳为三个阶段：更生与

转向阶段；改革与完善阶段；繁荣与发展阶段。综观上述发展阶段，从以下三个方

面梳理和总结发展特征：中小学美术教材演变特点分析；中小学美术教材知识逻辑

结构考述；中小学美术教材改革中文化因素探究。展望中小学美术教材建设的未来

图景：中小学美术教材编写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呼唤基于美术核心素养的新

时代美术教材；基于 “人工智能”的未来中小学美术教材图景；科学推进具有本国

特色的中小学美术教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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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课程内容的重要载体和教学活动的主

要依托，其质量水平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美术教材作为师生使用最为频繁的

知识信息媒介，将课程目标与课程实践相连接，
在教学 活 动 中 发 挥 着 决 定 性 的 价 值。改 革 开 放

４０年，我国 中 小 学 美 术 教 材 建 设 逐 步 发 展、日

益繁荣。同 时，教 材 也 逐 步 成 为 教 育 研 究 的 热

点。本文梳理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中小学美术教

材的发展历程，反思与总结发展特点，展望美术

教材未来图景，以期为美术教材发展提供参考。
当前，全面 贯 彻 党 的 教 育 方 针，落 实 “立 德 树

人”根本任务，要发挥美术教育所具有的其他学

科无法代替的独特功能。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翻

阅历史，吸收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小学美术教材建

设的经验，明确教材精准化建设方向，开启我国

中小学美术教材新篇章。

一、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中小 学 美 术 教 材 建

设的历史演进与发展回顾

改革开 放４０年，由 于 不 同 历 史 时 期 政 治、
经济、文化 的 差 异 以 及 教 育 的 任 务 与 目 标 的 变

化，中小学美术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美术教

材从广义 上 讲 是 美 术 课 程 内 容 的 各 种 形 式 的 载

体，是指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美术学习中所利用

的一切素材和手段；从狭义上讲是指根据美术课

程或教学大纲提出的教育目标和课程内容而选择

与组织的教学材料，一般以教科 书 形 式 出 现。［１］

本文使用狭义概念，主要针对中小学美术教科书

（教材）展开研究和阐述。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小学

美术教材的发展大致归纳为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２２·



（一）中 小 学 美 术 教 材 的 更 生 与 转 向 阶 段

（１９７８—１９８４）

１９７８年，教 育 部 颁 发 《全 日 制 十 年 制 中 小

学教学计划试 行 草 案》。① 从 此，我 国 中 小 学 美

术教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７日至

３月７日，教育部召开九省、市中小学音乐、美

术教材 会 议，讨 论 教 学 大 纲 和 教 材 的 编 写 问

题。［２］１９７９年６月，教育部制订 《全日制十年制

学校中小学美术教学大纲 （试行草案）》 （以下

简称 《大纲》），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部美

术教学大纲，为推动中小学美术教材建设作出了

重要贡献。《大纲》规定中小学美术教学内容有

绘画、工艺和欣赏三部 分。［３］同 年，上 海 市 中 小

学教材编写组编写全国通用中小学美术教材。经

过两年多的多次讨论、审查，到１９８１年 由 人 民

美术出 版 社 出 版 试 行。这 是 我 国 第 一 套 统 编 教

材，分 为 小 学 １０ 册，３２ 开；初 中 ６ 册，１６
开。② 这套教材改变了过去单一传授图画知识技

能的局 面，增 加 了 欣 赏、绘 画 和 工 艺 等 学 习 内

容。例如，在全日制小学试用课本第九册中包括

《平衡式角隅纹样》 《贺年片设计》 《标语设计》
《黑体变体美术字》《水彩画欣赏》等。［４］为了配

合统编中小学美术试用课本的使用，上海教育出

版社编印了初中课本历代美术作品欣赏挂图，内

容包括中国美术作品欣赏挂图３８幅 （１９８１年第

一辑１８幅，１９８２年第二輯２０幅）；外国美术作

品欣赏挂 图３５幅 （１９８１年 第 一 辑１８幅，１９８２
年第二辑１７幅）。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出 版

了美术教学参考用书，包括小学上、下册和中学

上、下册。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我国中小学美

术教材仍处于探索与转向阶段，当时教材体系还

不完善，有的课例过难、过深，给教学实施带来

一定困难。但整体而言，作为我国第一套全国通

用美术教材，这套教材在中小学美术教材发展史

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美术教材向科学化

的改革迈进了一步。对于恢复正常教育秩序和推

动美术教 育 事 业 健 康 发 展 起 到 了 积 极 的 推 进 作

用。自此，中小学美术教材建设开始踏上振兴之

路，开启了 我 国 中 小 学 美 术 教 材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征程。
（二）中 小 学 美 术 教 材 的 改 革 与 完 善 阶 段

（１９８５—２０００）

１９８５年５月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教 育 体 制 改 革

的决定》和１９８６年４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等文件的颁发，标志着我国教育进入了

深化改革发展阶段，中小学美术教材建设也开启

了新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和社会的发展，为了在统一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

下，实现教材的多样化，适应我国各地经济文化

发展不平衡以及办学条件、学生差异大的实际情

况。１９８４年，教 育 部 委 托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以

１９７９年颁发的 《大 纲》为 依 据，编 写 了 一 套 适

用于全国的教材。这套教材分城市、农村两个版

本，以充分考虑国情和教学实际，受到广大使用

地区的欢迎。［５］１９８５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小学

美术教材共１２册，开本１６开，五年制小学可以

使用这套 教 材 的 一 至 十 册。在 此 基 础 上，１９８６
年出版农 村 版 小 学 美 术 教 材 共１２册，开 本３２
开，教材在安徽、四川、湖北等省份的农村地区

使用，为我国的农村美术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这套 教 材 配 备 美 术 教 学 挂 图 和 教 学 参 考

书，对美术 教 育 的 改 革 和 发 展 起 到 了 推 动 性 作

用。１９７９年 《大 纲》颁 布 后，出 版 的 中 小 学 美

术教材有上海版、辽宁版、安 徽 版、黑 龙 江 版、

人美版、湖南版、内蒙古版等１３套版本。［６］１９８６
年，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成立，在统一基

本要求、统一审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教材多样

化。１９８８年，国 家 教 育 委 员 会 制 定 并 印 发 《义

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美术教学大纲 （初
审稿）》。根据此大纲要求，中小学美术 教 材 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例如，岭南美术出版社于

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０年分别出版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全

日制小学和 初 级 中 学 美 术 教 材，其 中 小 学 共１２
册，开本３２开；初级 中 学 共６册，开 本１６开。

其中，小 学 第 二 册 《比 一 比，谁 的 棋 盘 好 看》
《做一把小花伞》《撕一撕，看看能粘贴成什么》

等内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此外，其他地区

·３２·

①

②

文件规定：全日制中小学学制为十年制，小学五年，中学五年。中学五年按初中三年、高中两年分段。小学阶段美术课程为

一、二年级每周２课时，三至五年级每周１课时；中学阶段初中一年级每周１学时，其他年级未安排课时。

当时实施的教学计划中初中仅有一年美术课，１９８１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学教学计划中，初中美术课程调整为三个年级。



也出 版 了 众 多 义 务 教 育 美 术 试 用 教 材。例 如，

１９９０年，湖南美 术 出 版 社 出 版 小 学 美 术 教 材 共

１２册，开 本３２开；初 级 中 学 共６册，开 本１６
开。１９９１年浙江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小 学 美 术 教 材

共１２册，开 本１６开；初 级 中 学 共６册，开 本

１６开。１９９２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原有教 学 大 纲

基础上，颁布 《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

级中学美术教学大纲 （试用）》，以此大纲为基

本要求编写，经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

审查试用的 义 务 教 育 教 材 包 括：１９９３年 人 民 美

术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岭 南 美 术 出 版 社、１９９５年 河

北少年 儿 童 出 版 社、１９９５年 辽 宁 美 术 出 版 社、

１９９８年 上 海 书 画 出 版 社 等 出 版 的 教 材。其 中，

２０００年江苏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中 小 学 美 术

教材，教学内容后附有作业纸，有的课本后附有

简笔纸、卡纸等不同纸张以供学生使用，“作业

要求”印在作业纸的正面，“教师评语”“学生自

评”“同学互评”“姓名、班级和成绩等第”等内

容印 在 作 业 纸 反 面，在 每 册 最 后，增 加 教 学

反馈。
我国 普 通 高 中 的 美 术 教 材 建 设 起 步 较 晚，

１９９１年国家教 委 组 织 编 写 普 通 高 中 美 术 课 选 修

教材。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分别

出版高中美术选修课 （实验本） 《美术·美术欣

赏》和 《美术·欣赏基础》，１９９５年湖南美术出

版社出版 《艺术欣赏·美术》。１９９７年，国家教

育委员会颁布了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艺术欣赏

课教学大纲 （初审稿）》，对美术欣赏课教学内

容进行了规定。此大纲对于我国普通高中美术教

材建设具有 开 拓 性 作 用。１９９６年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９６年人民美术 出 版 社、１９９７年 上 海 书 画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岭 南 美 术 出 版 社 等 机 构 出 版 了

不同版本的普通高中美术教材。这是改革开放以

来普通高中美术教材建设和发展的开端。
到２０００年，全国共有近３０套美术教材通过

全国中小学教材评定委员会的审定，在全国各地

使用，打破了统编的模式，基本达到教材多样化

的要求。［７］这一时期教材编写体系和内容有 所 突

破，教材中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中小学美

术教材建设迎来了 百 花 齐 放 的 “春 天”，同 时 也

导入了市场竞争机制，激励和促进教材质量的不

断提高，为全国各地深化美术教育改革提供了有

力保证。
（三）中 小 学 美 术 教 材 的 繁 荣 与 发 展 阶 段

（２００１年至今）
进入新世纪，《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的 决 定》和 《基 础 教 育 课 程 改 革 纲 要

（试行）》等文件的颁布，吹响了美术课程改革

的号角，中小学美术教材的改革工作全面启动。

２００１年起，根据 《全 日 制 义 务 教 育 美 术 课 程 标

准 （实验稿）》的精神，经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

定委员会 审 定 并 投 入 使 用 的 中 小 学 美 术 教 材 共

１１套，出版 单 位 具 体 包 括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人

民美术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

社、辽海出版社、广西美术出版社、浙江人民美

术出版社、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河北美术出版

社、江 西 美 术 出 版 社、岭 南 美 术 出 版 社。２００１
年９月，由全国２００个市、县组成的实验区根据

新的美术课程标准、新编的美术教材进行教学实

验。２００２年９月，实 验 区 扩 大 至５０４个，２００５
年９月起，全国所有小学与初中起始年级全部使

用新编美术教材［８］２７５。这一时期的教材在继承以

往版本的基础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诸多蕴含科

学、现代教 学 理 念 的 教 材 在 各 地 实 验 区 纷 纷 涌

现。２００３年４月，教 育 部 公 布 《普 通 高 中 美 术

课程标准 （实验稿）》，共５套普通高中美术教

材投入使用，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美术出

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湖南

美术出版 社 等。２００３年９月，广 东、海 南、山

东、宁夏４省区率先推行新的普通高中课程改革

和新教材的使用，２００５年 扩 大 实 验 区，２０１２年

９月，全国所有普通高中的起始年级全部实施普

通 高 中 美 术 新 课 程，选 用 新 版 高 中 美 术 教

材。［８］２７７高中美术 教 材 由 原 来 的 美 术 鉴 赏 扩 展 为

美术鉴赏、绘画·雕塑、设计·工艺、书法·篆

刻、现代媒体艺术五大系列。２０１２年，《义务教

育美术 课 程 标 准 （２０１１年 版）》颁 布，中 小 学

美术教材又结合新课程标准要求进行修订，从版

式设计、内容选取、体例结构等方面进 行 完 善，
教材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拓展阶段。例如，人民

教育出版社一年级上册美术教材２０１２年版相比

于２００１年版：增加汉语拼音部 分，便 于 学 生 识

读和理解；添 加 想 一 想、说 一 说、试 一 试 等 栏

目，促进 学 生 主 动 思 考 和 探 究；增 设 方 法 步 骤

·４２·



稿，便于学 生 学 习 和 认 识。２０１８年１月，教 育

部颁 布 《普 通 高 中 美 术 课 程 标 准 （２０１７ 年

版）》，从美术教材编写指导思想、美术 教 材 内

容的呈现、美术教材与信息技术的应用及教辅材

料的 开 发 等 三 个 方 面 提 出 编 写 建 议。［９］６１为 了 适

应２１世纪人才发展需要，时代呼唤教材持续改

革，中小学美术教材需要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

引向深 入，完 成 新 时 期 对 教 材 提 出 的 要 求 和

任务。

二、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中小 学 美 术 教 材 建

设的发展特征分析

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中小学 美 术 教 材 在 不

同的时期承载着不同的使命，呈现出独特的发展

态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以下从三个方面

对教材建设的历史演变与发展特征展开分析。
（一）开放与多元：中小学美术教材 演 变 特

点分析

教材是社会进步、科学发展、民族文化等的

集中反映，我国中小学美术教材的发展是一个历

史过程。首先，教材的演变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

教育目标。中小学美术教材的编写内容、形式等

不断变化，每次演变都与时代的变迁密切相关。
教材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时代精神，反映

了不同时期的美术教学目标，承载着国家对未来

人才素质的要求：从强调 “美术双基”到 “三维

课程目标”“美术核心素养”；从 “一纲一本”到

“一纲 多 本”“一 标 多 本”；从 “全 国 统 一”到

“地域特色”“校本教材”。改革开放后，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以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为指导，推动

了教材建设和前进的方向。其次，时代促进了美

术教育界的全面开放。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中

小学美术教育获得了新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

发展。国际美术教育的最新成果、各国中小学美

术教学的实践经验相继进入我们的视野。通过吸

收和借鉴，我国中小学美术教育得到迅速发展。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美术教育界开始与西

方交流。西方以罗恩菲德为代表的创造主义美术

教育思潮、以艾斯纳为代表的学科中心主义美术

教育思潮传入我国，对美术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促使学校美术教育发生了重大转变。［１０］１９９４
年３月５日至７日，在北京召开国际美术教育研

讨会，来自中国、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

亚等国家的美术教育工作者参加了本次会议。美

国盖蒂基金会代表团中的中小学教师在会议上展

示了 “以 学 科 为 基 础 的 美 术 教 育” （Ｄｉｓｃｉｌｉｎｅ－
Ｂａｓｅｄ　Ａｒ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简称ＤＢＡＥ）理论及相应的

美术教学，在当时我国中小学美术教育还比较薄

弱的情况下，这一教学示范课对我国美术课程及

教材的发展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最后，教材审

定制度 的 调 整 与 变 化。１９８８年，教 育 部 召 开 了

第一次中小学教材规划会议，决定由教材的国定

制度转变为审定制度。从此，我国的教材建设由

编审合 一 到 编 审 分 开。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０日 国 家

教育委员会颁布 《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

作章程》《中小学教材审定标准》《中小学教材送

审方法》［１１］。这些文件精神推动了我国中小学美

术教材的多样化发展。进入２１世纪之 后，以 专

家学者、高校教师和教研人员等组成的教材建设

队伍不断壮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

的发展阶 段，编 写 者 从 教 育 学、社 会 学、历 史

学、出版学等角度关注教材的建设问题，教育的

多样发展、价值取向、内容选择、体例结构、文

化构成、质 量 评 价 等 都 成 为 教 材 编 写 者 考 虑 的

范畴。
（二）延续与完善：中小学美术教材 知 识 逻

辑结构考述

第一，课程体例结构更加多样。为更好适应

学生的 认 知 规 律，便 于 循 序 渐 进 地 构 建 知 识 结

构，美术教 材 在 编 排 上 不 断 创 新，采 用 “单 科

式”“主题单元式”“单科式与单元式结合”等多

种形式。同 时，教 材 中 知 识 的 呈 现、作 品 的 展

示、栏目的设置、知识的拓展、插图的选用等侧

重教学方法的改变，注重启发学生思考和主动探

索。例如，１９９０年，江 苏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九

年制义务 教 育 全 日 制 小 学 美 术 试 用 课 本 （江 苏

版）》，教材以单元课程编排，第一册分为圆形、
方形、自然形、动物、人物、景物六个单元。第

二，知识内容结构贴近学生实际。回顾改革开放

４０年的中小学美术教材发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前，教材普遍强调专业性和技能性，难 度 偏 高，
与学生学习兴趣和生活脱离，而较少出现以联系

社会与自 然 内 容 作 为 主 题 的 现 象。例 如，１９９５
年，辽宁 美 术 出 版 社 小 学 第 五 册 教 材，内 容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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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描静物》《色彩基础知识》《平涂风景画》《装
饰风景画》《命题画》 《手工制作》等。进入２１
世纪，我国中小学美术教材编写在内容上充分考

虑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和认知水平，删除

了部分人为编造的题目，扩大学校课堂空间和学

生生活空间的相关面，出现大量的校 园、社 会、
自然课 题，与 之 前 教 材 相 比，２００１年 以 后 的 教

材取得 了 突 破 性 的 进 步。例 如，２０１４年 版 湖 南

美术出版社五年级上册 《家乡的古建筑》 《小记

者》《飞行梦工厂》《快乐陶吧》等内容，通过与

社会、自然的联系来拓展美术教育的功能，整体

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第三，教材形式结构逐步

关注学生的创造性。综观美术教材的发展，教材

从多角度、多方面选取不同的现象、实例，加深

对美术学习的认识和理解。美观的版式设计、富

有启发的问题情境等形式更加关注创造力与创新

思维，唤起学生的主动参与、自主思考和积极实

践，提升学生对美术学习的兴趣。
（三）继承与发展：中小学美术教材 改 革 中

文化因素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技 术 的 飞 速 发 展、
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我国本土文化面临着机

遇与挑战。为了保护、继承和发展本土文化，各

国纷纷在中小学开展本土文化教育，我国也在中

小学教 材 中 积 极 推 广 本 国 文 化。国 家 教 委 于

１９８７年６月３日至６月７日 在 浙 江 省 召 开 了 全

国乡土教材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乡土教材建设

的意义、研究确定了乡土教材编写的方针、内容

范围、以及 有 关 政 策 问 题。［１２］同 时１９８８年 《义

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美术教学大纲 （初
审稿）》中规定：“要按１０％—２０％的课时比例

补 充 乡 土 教 材”。依 据 该 文 件 精 神 理 念，１９９６
年，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九年义务教育

试用课本 （美术乡土教材）》，教材生动展现了

岭南及广州等地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

艺术风貌，结合学生的实际，突出岭南民俗文化

等乡土美术文化形式，如安排了 《雄伟的广州建

筑》《美丽的珠江风光》《庄严的广州市徽》《广

州的地 铁 多 新 奇》等 内 容。１９９７年，人 民 美 术

出版社出版 《北京中小学地方民间美术教科书》，
并编写了教学参考书。近年来，很多地区都结合

地方特色和学校实际，开发校本教材，体现出鲜

明的地域特色。例如，上海市山阳中学结合当地

渔民文化，从生活中挖掘表现题材，开发出 《陶
瓷画》校本教材。综观改革开放４０年，中 小 学

美术教材的文化内涵，从早期的以苏联和西方模

式为主，到越来越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因素，以中

国画、民间美术为代表的传统美术内容逐渐占据

重要的地位。例如，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２日至６月１４
日，在第八 届 全 国 中 小 学 美 术 课 现 场 观 摩 活 动

中，３８位参加展示课程的教师中，２０位 教 师 选

择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容的题材，例如 《剪纸

中的古老技艺》《走访民间艺人》《精彩的哈萨克

图案》等。

三、展望未来：新时代中小学美术教材建设

的未来图景

新时代的中小学美术教材面临着新的任务与

要求，回顾过去，从中找到中小学美术教材发展

的特点和规律，总结经验，以展望未来，开启中

小学美术教材新的篇章。
（一）在中小学美术教材编写中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

教育方针是国家根据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要求提出的总方向和总目标，是国家在一定历

史阶段 关 于 教 育 工 作 发 展 总 的 指 导 方 针。［１３］因

此，我国中小学美术教材建设必须以党的教育方

针为指导，充分体现国家意志，反映国家对于未

来人才 培 养 的 需 要，保 证 教 材 建 设 方 向 的 正 确

性。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

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 班 人。”［１４］在 全 面 建 设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义新时代，中小学美术教材建设与编审制度应

该以习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为 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要求，落实 “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培养现代和未来需要的

社会主义建 设 者 和 接 班 人。２１世 纪 社 会 瞬 息 万

变，新的问题和挑战不断涌现，对学生解决问题

的能力、应变能力与适应能力等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在此基础上，我国中小学美术教材的建设

应扎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沃土之中，以科学的

态度、创新的精神、宽广的视野，帮助学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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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 生 存 技 能”，提 升 中 小 学 美 术 教 材 建 设

的整体水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材

建设。
（二）呼唤基于美术核心素养的新时代美术

教材

２０１８年 ３ 月，《普 通 高 中 美 术 课 程 标 准

（２０１７年版）》指出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

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

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质和关键能力。美术

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图像识读、美 术 表 现、
审美判断、创 意 实 践 和 文 化 理 解。”［９］４对 于 中 小

学美术 教 材 而 言，推 进 基 于 核 心 素 养 的 教 材 建

设，是新 时 代 我 国 教 材 改 革 的 必 然 趋 势，而 从

“美术双基” “三维课程目标”转 换 到 “核 心 素

养”的培养，再内化到教材的建设，显得尤为重

要。中小学 美 术 教 材 是 实 施 素 质 教 育 的 重 要 手

段，也是素质教育培养目标实现的具体途径。在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 “观念—图像—
语言”的相互转化能力是世界对新时期未来公民

提出的挑战和要求。我们应该在充分认识美术学

科核心素养的基础上构思中小学美术教材对未来

人才培养的推动作用，培养具有审美素养、文化

素养和适应未来社会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促进

青少年的终身学习和发展。例如，《走进我们的

校园》教材案例中，让学生走进校园，通过发现

问题、收集资料、分析问题的方式，在真实情境

中运用美术的语言去解决问题，培养学生创新意

识，提升美 术 学 科 核 心 素 养。 “发 现 问 题”和

“解决问题”是今后中小学美术教材建设中应该

更加关注的焦点，在基于问题意识的真实性学习

过程中，积累来自真实世界的经验，让学生真正

像 “美术家”“设计师”一样思考问题，从而开

启 基 于 美 术 学 科 核 心 素 养 的 新 时 代 美 术 教 材

体系。
（三）基于 “人工智能”的未来中小学美术

教材图景

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的

飞速发展和普遍应用必将引发教育领域的深度变

革。２０１７年７月，国 务 院 印 发 《新 一 代 人 工 智

能发展规划》，其中指出：“构建包含智能学习、
交互式学习的新型教育体系。人工智能发展进入

新阶段，科技发展与教育变革成为学者关注的热

点话题。”［１５］随着 信 息 技 术 的 快 速 发 展 和 人 们 教

育观念的转变，多媒体、网络技术、虚拟现实和

人工智能等多元化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认知

及生活方式，同时教育也开始了技术支持下的探

索之路，科技辅助教学范式逐渐形成并流行。［１６］

目前，“互联网＋”时代下，教育时间运行方式

的变化，改 变 了 教 育 时 间 利 用 方 式 的 即 时 性 特

征。信息技术与基础美术教育 “深度融合”，既

是时代的必然，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未来中小

学美术教材在设置上应该充分考虑美术学科的特

点，在教学媒介、教学内容、教学过程等结构性

环节中考虑运用信息技术，鼓励学生走向虚拟融

合的无边界学习场域，进入沉浸式体验和参与审

美发现与探究的过程。未来教材建设应构建美术

与未来社会的桥梁，营造信息化教学环境，实现

新型的教与学方式，变革传统的课堂教学结构，
为国家建设培养能够发现未知、掌握知识源头和

创新知识的创造性人才。
（四）科学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学美术

教材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 路 自 信、理 论 自 信、制 度 自 信、文 化 自

信”。［１７］教育的 重 要 任 务 是 引 导 青 少 年 自 觉 涵 养

并坚定四个自信，中小学美术教材建设是国家树

立文化自信、教育自信的主要组成部 分。因 此，
在我国新时代中小学美术教材建设中，特别要坚

定文化自信，要在教材建设中彰显中国立场、中

国智慧、国家意志，形成体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发

展的教材体系。让中小学美术教材在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为建设文化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同

时，中小学美术教材建设应该以灵活、开放、包

容的方式，体现与时俱进的内容和形式，融入更

多的美术作品、美术现象和观念，促进学生对世

界多元文化的了解和尊重。随着时代发展，不断

前进和完善，美术教材的改革将持久深入，不断

创新，实现从 “为了教的教材”到 “为了学的教

材”，科学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学美术教材

体系。

四、结语

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中小学 美 术 教 材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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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伴随着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

提出，美术教材建设迎来了新的起点。中小学美

术教材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总结经

验、参考与借鉴教材发展的历史演变，贯彻新时

代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理念，重构符合我国新时期

发展要求的美术教材体系，并以科学的方式推进

我国中小学美术教材建设迈向更高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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