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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新年伊始，辞旧迎新之际，学校初高美术教育教研进行梳理和展望。 

1. 美育教育教学中 

主题式教育教学（或称大单元教学）是融合教育及课程统整理念在课堂教学层面的具体

反应或实践应用。其中，单元之“大”，体现在“大观念、大项目、大任务、大问题”等。具体

有三方面主要特质： 

   （1）凸显课程整合，是一种着眼于宏观的课程建构思想和教学内容设计思路（而非松散

、零碎、片段化的知识性学习），师生要“既见树木，也见森林”； 

   （2）强调教学的“高站位”和深度学习，追求理解； 

   （3）重在学习迁移，学以致用。 

     整体看，美术单元化（大单元）课程教学是在美术学科重要观念统领下，需要对课程内

容进行统整、对学习过程进行整体设计，此间强调研究性的学习和学以致用，最终达成素养

导向的课程学习效果。

 



      

 

2. 美术教育教学中的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需要经历复杂的学习过程和行为，表浅性学习更多只涉及“记忆、训

练”等，而深度学习则还要有“理解、应用、分析、判断、创造”等综合化的学习行

为，其指涉更多的“高阶思维”。深度学习指向学科知识的迁移和应用，即不是“点

对点”的学习，而是一个“由点及面”的过程，学习者要学会举一反三、学以致用。  

  

 

 

3. 学习AI赋能 .DeepSeek与艺术+科技助美术老师教育教研 

美术教学从单一的“术科”，越来愈强调“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秉持艺术课程核心素养之导向，学校

美术课程的人文性得到凸显和强调。因此，学校美术教育也需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坚持以美育人

、以美化人、以美润心、以美培元。此间，“三种文化融入”课堂美术教学值得美术教师进行积极尝试和

应用，做好教学转化和利用。 



 

     

 

美术教育将朝着核心素养导向、科技赋能、文化传承与创新、个性化发展等方向迈进。通过多元化

的课程设计、技术应用与社团实践，美术教育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创造力与文化认同感，为

他们的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