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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美术教育与艺术场馆资源相结合的探究
姚琼

曹光彪小学，上海，200003；

摘要：本研究围绕小学美术教育与艺术场馆资源相结合的实践研究，将国内外有关书籍、文献以及报刊杂志等进

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出一些对国内美术教育和艺术场馆资源结合有效的措施。并且，根据国内美术教育发展的实

际情况进行实践研究。通过实践的探索，得出一些能够共同使用的有效活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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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缘起

小学美术课中许多图例中的艺术品以及艺术技艺

都与艺术场馆中的实物有着紧密的联系。上海地区，特

别是上海的中心城区，公立艺术馆、民营艺术馆、商场

中的新型艺术展览更是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艺术场馆成

为了小学美术教育的一个优质资源。

但是，小学美术课和艺术场馆如何进行有效的结合

呢？在参观艺术品后就仅仅只是参观吗？将小学美术

课与艺术场馆资源的有效结合以及在实践中归纳出合

理的单元课程是这片论文所要探寻的重点。

2 研究目的与意义

2.1 研究目的

（1）归纳总结上海中心城区的艺术场馆资源，中

小学美术课堂能够加以利用的部分。

（2）调查目前美术教育与场馆资源相结合以后发

现的问题，并在实践中尝试解决问题。

（3）结合实践活动以及美术课堂将课程内容合理

化，并且提炼出有效的单元课程内容，让中小学生真正

沉浸在艺术场馆和美术课堂的学习中。

2.2 研究意义

博物馆与教育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同样它是教育

向社会、向大众的延伸。随着家庭教育和大的社会背景

愈加重视艺术教育，作为艺术公共资源的艺术馆起到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学校的美术教育必须和社会实践相

结合，与生活相结合才能激发起学生的兴趣。和艺术馆

中实际的艺术品接触能够加深学生们对艺术品的感知，

接触最新的艺术形式能够拓展学生们的全球视野。作为

未来的二十一世纪人才，现在的学生们必须掌握二十一

世纪的技能。而学习与创新技能、数字素养技能和生活

职业技能，这些二十一世纪必备的技能都能够在艺术馆

和学校美术的教育中得到提升。

本文意在通过调查研究和大量的实践探究来探明

在上海的中心城区，如何在基础较好的小学中进一步提

高美术教育和艺术场馆资源结合的有效性，以及在当代

小学生都是数字时代原住民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信息

科技的力量让美术教育与艺术场馆资源结合得更加紧

密。

3 国内研究现状

笔者将 2005 年 1 月至 2024 年 10 月的知网文献进

行统计，发现从 2005 年开始，以“场馆教育”为主题

的研究与探索逐年递增。

笔者对有关场馆教育文章按照下载率对前3篇文献

的摘要进行了总结。2012 年，郑奕发表文章《博物馆教

育活动研究--观众参观博物馆前、中、后三阶段教育活

动的规划与实施》。文章首先明确指出博物馆教育活动

的开展不仅仅局限于展览本身,而是理应具办一系列延

伸教育和拓展服务。紧接着进一步提出“观众参观博物

馆前、中、后三阶段教育活动及其一体化规划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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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

4 国外研究现状

大英博物馆是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世界四

大博物馆之一。在 1753 年成立之后的第六年正式对公

众进行开放。大英博物馆的办馆理念是十分注重收藏品

的学术价值，从文物的保存修复到文物的陈列和展示。

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十分重视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

在大都会美术馆的公共教育板块分为四大板块，它们分

别是“学校项目”、“生活项目”、“家庭项目”以及

“社会和社区项目”。

5 数字化时代的教育现状

2023 年 12 月 20 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实施学

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指出要以数字技术赋能学校

美育，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活化教学内容，开展

艺术学科教师素质与能力监测，开发一批美育课程优质

数字资源，积极提升美育教师素养。因此，美术教师智

能教育素养无疑是推进人工智能时代下美育质量的关

键所在。

如图 1如今的数字资源供给模式较为丰富，学校可

以根据本校的需求进行资源配给。选择政府和市场上对

自己有用的资源，另外再配备自主开发的资源，双管齐

下起到资源使用的最优化。

图 1数字资源的基本供给模式

在数字时代的大背景下，美术教育与艺术场馆资源

的有效结合或许更应该搭乘“互联网+教育”的新模式。

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我们当代的学生比教师似乎对

数字媒体的接受度更高。

当代小学生已经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了，他们牙牙

学语和使用数字设备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教师和学生在

课程与活动中不仅仅是数字资源的使用者，更是数字内

容的生产者。数字时代的大大背景让原本的信息传递的

更快，形式也更为多样。越来越多具备知识创新能力的

教师和学生借助互联网参与到数字教育中来。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打破艺术场馆和学校实体距离

的有效方法就是合理利用数字教育资源。例如：利用线

上艺术馆，让孩子们开始对艺术场馆以及馆内作品的了

解。在参观时，学校可以配备与内容相吻合的 APP 进行

使用，让学生们在玩中学习。数字化的记录能够更便捷

得将学生的作品和任务单进行传播和宣传，从而让学生

们能够更加沉浸在“探索艺术馆”、“记录艺术作品”、

“分享作品”中获得良好的体验。

6 小学美术教育与艺术场馆资源相结合的现状

与问题

国内的美术教育与场馆资源相结合进行教学已经

开展了一个阶段。自从 2011 年文化部、财政部颁布《关

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

放工作意见》以来，诸多媒体惊呼“美术馆的免费时代

来了”。

在此之后，各大艺术场馆积极建设公共教育部门。

基础教育单位也积极开发、探索“场馆课程”。上海地

区的艺术场馆也是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2017年上

海市美术馆事业发展报告显示，各大小美术馆举办展览

有 723 场，共计活动 3357 场。其中，国有美术馆有 18

家，民营美术馆占64 家。

6.1 部分学校的美术教育与艺术场馆资源的结合

比较随机，没有固定模式

一些学校在于艺术场馆合作时，由于艺术场馆的作

品更替比较频繁，导致学校无法及时根据作品来进行与

课堂内美术教育的结合。此时，在合作时学生无法深入

的了解作品和欣赏作品，只能停留于表面。学生在参观

完之后，往往只觉得走马观花。

6.2 小学美术教育在课堂内的部分缺乏连贯性和

递进性

在小学美术课本中，原有的知识点是可以通过教材

有递进性的，那么我们的艺术场馆资源进行结合之后，

这样的科学性知识结构能否保留下来就要依靠美术教

师的课程设计了。

7 研究成果

7.1 提前预设，做好精准实践规划。

在地缘优势比较缺乏没有办法选择常设馆的情况

下。我们课内美术课堂可以进行针对性的解读，对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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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的艺术品进行深入的解读。让学生们通过课堂

内的知识点的结合更加透彻的了解艺术品本身。如果，

在短时间内无法有效的针对性解读，那么则可以细分艺

术展品的参观区域、设计有效的参观路径。这一点需要

老师在前期做大量的实地准备工作。下表为笔者为学生

设计的参观上海城市规划馆的参观路径和具体时间分

布。做参观路劲和时间分布有利于解决学校多个班级同

时参观一个艺术馆的实际问题，如下表：

我们为第一次参观设计的时间节点表：

时间 四（1）班 四(2)班 四（3）班 四（4）班 四（5）班

1：05~1：15 一层序厅百万市民大

搬迁情景艺术浮雕。

二楼夹层上海形成与

发展展区。

二楼夹层翻阅式书本

展区。

二楼夹层翻阅式书本

展区。

二楼夹层上海形成与

发展展区。

1:15~1：30 二楼夹层上海形成与

发展展区。

一层序厅百万市民大

搬迁情景艺术浮雕。

二楼夹层上海形成与

发展展区。

二楼夹层上海形成与

发展展区。

一层序厅百万市民大

搬迁情景艺术浮雕。

1：35~1：55 二楼夹层翻阅式书本
展区。

二楼夹层翻阅式书本
展区。

一层序厅百万市民大
搬迁情景艺术浮雕。

二楼夹层石库门建筑
展区。

二楼夹层石库门建筑
展区。

2：00~2：15 二楼夹层石库门建筑
展区。

二楼夹层石库门建筑
展区。

二楼夹层石库门建筑
展区。

一层序厅百万市民大
搬迁情景艺术浮雕。

二楼夹层翻阅式书本
展区。

当时参观的年级共有学生 180 名，陪同教师 6名，

共有186 人。那么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让艺术品

都可以发挥他们的作用呢？此时，时间分布表以及实现

设计好的路径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同时可以在重点参

观区域配备定点讲解，让学生对艺术品的解读更加细致

和充分。

7.2 实践案例，课堂教学搭配博物馆资源。

我们以上海市黄浦区曹光彪小学设计的“博物馆课

程”为例，他的小学美术课程与博物馆资源对接时就是

经过科学规划的，有递进性也同时与美术教材相结合。

设计得十分符合参观的三年级学生，那么此时与艺术作

品结合的美术课堂也同时被激活了，美术课堂也得到了

提升。

图 2 图 3

下表为曹光彪学校设计的与美术课堂相结合的艺术馆对应课程，是十分有科学性和学科递进性的。

单元 年级 主题 主要内容

第一单元

笔墨弄画
二年级

1.认识水墨画

墨与水的游戏，认识墨的五色，并用墨点、墨线游戏感受墨色变化。

2.蝌蚪旅行记

3.硕果满盆

4.绣球花

5.墨线的散步

6.翠竹绿林

7.雨中的池塘

8.变字成画

第二单元
吹墨成画

三年级

1.墨树林
采用吹墨的形式，用墨点变化墨线，然后进行添加装饰完成。

2.泡泡花

第三单元
玩墨染画

1.泼彩画

借助简单的材料变化工具的特点进行水墨创作。2.揉纸画

3.撒盐画

第四单元

浮墨拓画

1.浮墨拓影
利用墨汁在水中的漂浮形象，通过水油不能溶解的现象来设计拓印墨迹画。

2.彩墨拓景

7.3 与艺术场馆资源相结合时可以与时俱进，适时

的变换主题和内容

当艺术场馆发生作品更替时，我们的课程可能也需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同样是青铜器的问题探究学习单，

我们看一下2020 年和 2024 年的不同：

2020 年探究小问题：

起源用途：青铜器最早是用来干什么的？

青铜器的其它用途?青铜器根据用途分为哪几类?

制作工艺：铜不是金黄色的吗？青铜是青色的铜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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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青铜？青铜器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纹样内容：①青铜器上装饰有哪些动植物形象的纹

样？

②找一找青铜器装饰运用最多的是什么形象？

它有着怎样的的来历和发展变化？

艺术特点：①为什么青铜鼎有的是三足的，有的是

四足？

②鼎上的铭文到底用什么作用？

2024 年探究小问题：

起源用途：青铜器最早是用来干什么的？

青铜器的其它用途?青铜器根据用途分为哪几类?

制作工艺：铜不是金黄色的吗？青铜是青色的铜

吗?

什么是青铜？青铜器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纹样内容：①青铜器上装饰有哪些动植物形象的纹

样？

②找一找青铜器装饰运用最多的是什么形象？

③如果是你是设计师，你会设计什么样的纹样呢？

艺术特点：①为什么青铜鼎有的是三足的，有的是

四足？

②鼎上的铭文到底用什么作用？

③请根据你的生活，写一写你的上一年代表作青铜

器可以写的铭文！

根据这两年学生的心理变化，在接触中发现，他们

更关心自己周围的生活变化。也想要通过学习来表达他

们的现状，展示他们的创意以及记录自己的生活。于是，

我们增加了这样两个问题：1、“如果是你是设计师，

你会设计什么样的纹样呢？”2、“请根据你的生活，

写一写你的上一年代表作青铜器可以写的铭文！”这样

拉近了学生与艺术品的距离，同时也成为了新一个艺术

品的创造者。通过青铜器的铭文来记录了自己生活的同

时也更好的理解了青铜器上铭文的深刻含义和作用。

8 未来展望

现如今的网络十分发达，数字场馆与线下学校合作

的形式已经初见端倪。根据实际需要，小学美术教育与

艺术场馆在线上的合作是可以开展的，因此，在合作中

不拘泥与地理环境。

只要有相应的美术场馆的资源就可以与学校教育

对接。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教师举要事先做好准备，全

面地去了解学校的学生兴趣以及艺术场馆的艺术品内

容和他们的核心艺术内容。真正做到与美术教育在课堂

上的科学性对接才是最关键的。只是作为一个活动来进

行，就未免太暴殄天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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