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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待花开
——第三届中国西部基础美术教育论坛在四川美术学院举行

Waiting for the Blossom——The Third Basic Arts Education Forum of Western China

本刊编辑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中国西部地位重要、潜力巨大，是我国

重要的战略发展空间和增长极，但由于受地

理条件、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影响，文化教育

相对落后。当前，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

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

见》的文件精神，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双一

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任务要求下，全面深

化教育综合改革，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探索信息时代背景下的现代化美术教育，

提升教师专业水平，加强特色课程建设，提

高美术教育方法，促进人才培养，进一步加

快西部基础美术教育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和

迫切。

美院上海设计分院原院长范凯熹教授，教育

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基础教

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

家协会美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孔新苗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艺术教育

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

委员会副主任钱初熹教授，中央美术学院艺

术管理与教育学院硕士生导师马菁汝副教

授，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术委员会

主任姚渝勇先生，重庆市教委办公室副主任、

新闻中心主任唐樵先生，以及美术教育专家

同仁和西部中小学校长、教师。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主办方四川美术学院

党委书记黄政教授，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助理、

教务处处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委员

会秘书长、北京市高教学会艺术教育研究会

秘书长王晓琳女士，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侯宝川教授，重庆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常务副书记、副院长李常

明先生，课堂内外总经理、总编辑简渠先

生，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少儿艺术委员会副主

任、四川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副主任杨吟兵

教授，论坛由四川美术学院教务处处长王天

祥教授主持。

黄政书记表示，美术教育是有灵魂的教

育，是全面提升教育内涵、尊重学生个性、

启迪学生智慧、陶冶学生情操的重要手段，

本次论坛加强了高校与地方的深度合作，促

进了教育同行的广泛沟通和全面交流，意义

深远。

王晓琳女士则希望本届论坛能在传播最

前沿的教育理念、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

展、建立带有区域性特点和带有民族特色的

课堂体系三个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李常明先生对主办方举办本届论坛表示

感谢。他认为，此次活动有利于推动重庆美

术课堂教学和美术课程建设，对中小学生的

美术核心素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简渠先生在发言时表示，课堂内外作为

第三方平台，希望和各大美术院校及行业专

家合作，共同研究制定青少年美术素养标准，

为提升国内美术基础教育水平出力。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本届论坛以探

索新形势下基础美术教育的发展趋势及提升

教师专业能力为核心内容，围绕“中西方基

础美术教育比较”“基于地域文化资源的西

部基础美术教育”“优质美术教育资源的分

配”“西部美术师资的现状与培养模式的改

摘要：2016 年 11 月 25 日，由中国美术家

协会美术教育委员会、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市教

研科学研究院、重庆课堂内外杂志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主办，百余名国际、国内美术教育专家和一

线美育工作者积极参加的“静待花开——第三届

中国西部基础美术教育论坛”在四川美术学院成

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探索新形势下基础美术教育

的发展趋势及提升教师专业能力为核心内容，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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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西部美术师资的现状与培养模式的改善”“现

代教育技术与学校美育实践创新”五个主题，参

会嘉宾进行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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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25 日，由中国美术家协

会美术教育委员会、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市

教研科学研究院、重庆课堂内外杂志有限

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百余名国际、国内美术

教育专家和一线美育工作者积极参加的“静

待花开——第三届中国西部基础美术教育论

坛”在四川美术学院成功举办。

出席开幕式的有：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

导师、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美

术家协会少儿艺术委员会主任尹少淳教授，

世界华人美术教育学会代主席、华盛顿州立

大学美术教师陈怡倩博士，中国美术学院博

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

心研究员、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理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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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iting for the Blossom——The Third Basic Arts Education Forum of 

Western China, which is jointly hosted by Art Education Committee of China, Artists 

Association,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Research Institute, Openclass 

Magazine, with more than 100 arts education scholars and arts educators from home 

and abroad, was held in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on 25th, Nov, 2016. This forum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al trends of basic arts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and the promotion of teachers’professional ability. Attendees had a heated discussion, 

with the themes of Comparison of Western and Chinese Basic Arts Education, 

Basic Arts Education of Western China Based on Cultural Resources of Different 

Areas, Distribution of High Quality Resources of Arts Education, Present Situation 

of Promotion of Arts Teachers Resources in Western China and Improvement of its 

Cultivative Pattern, Modern Education Technology&Practice and Innovation of School’s 

Art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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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代教育技术与学校美育实践创新”

五个主题进行研讨，着力解决中国西部地区

基础美术教育的教学观念和思维、教学方法

和教学资源分配，以及利用新技术、新媒介

等方面存在的众多问题，实现教学资源和成

果的交流与共享，深化基础美术教育改革，

推动西部美术教育从本土走向世界。与会专

家围绕论坛设定的主题分别作精彩演讲，发

言内容丰富，案例详实，为期一天的论坛成

果丰硕，影响深远。

尹少淳教授以《头摇尾摆——学科核心

素养本位的美术教育》为题，从“核心素养”

的基本概念出发，讨论了“知识与技能”与“核

心素养”之间的关系，继而延伸出美术学科

“核心素养”的基本内容。他提出“学科核

心素养”作为中国首创，其中囊括了“文化

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

同时又在这三个方面之下提出了更具体的要

所采取的针对性措施为切入点，强调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并不是推翻原有的教学体制，而

是改进原有的课程方式，同时课程要充分发

挥区域本土特色。基础美术教育的不断进步

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挑战，

所以积极培养新一代教师的批判思维能力，

有助于推动基础美术教育的发展。

范凯熹教授以《面向未来美术教育的创

新教学观与教学技术》为题，指出当今信息

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人们对原有材料的方式

方法的运用，3D 打印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及

4D 打印技术的时间推广，使得艺术家在创

作过程中，更加增强作品的互动性，让平面

的艺术活起来，甚至可以与观众进行交流。

范先生指出，现今信息化时代下课堂教育要

与科技信息技术相结合，美术教师在提升专

业技能的同时，还要树立新的教师观，即美

术学习的设计者、美术学习的指导者、创新

思维的培育者、美术学习的促进者、美术学

习的管理者、学生学习的合伙者、美术学习

的研究者、学生成长的发现者，通过运用核

心多元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孔新苗教授以《建设中国美术教育 3.0

版——核心素养与美育推进》为题，首先回

顾了中国美术教育从 1.0 版到 3.0 版本的发

展过程，由 1.0 双基版发展到 2.0 美育初级

版，再到现在的 3.0 核心素养版的变化。从

传统教学依靠分数套路考学，到如今注重能

力素养各版本之间的升级转型，提出要注重

核心素养的教学模式。并指出需从情境、行

为、学科入手创新教学路径；从地方向世界

拓展美术课程资源共享路径。

钱初熹教授分享了《大数据时代美术教

育的创新发展》，指出当下视觉艺术与相关

的科技现象息息相关，生活无处不科技，将

二十一世纪的三大技能，即学习与创新技能、

数字素养技能、生活和职业技能带到教育中

去，培养学生具备创新思维的能力。同时，

作为范例，钱教授在《艺术概论与鉴赏》课

程与教学改革的实践中，打破传统教学媒介，

改变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主体的

探究式学习进行课程改革取得卓有成效的效

果。她指出顺应人工智能不断进步的趋势，

使“数字原著民”在人工智能下实现与技能

相连接的视觉艺术教育。   

马菁汝副教授在题为《中国美术教育的

新挑战》中指出，当前美术教育的关注对象

多为儿童和老人，而未来的教育对象或许将

拓展到成人群体当中。面对大众对艺术的强

烈需求与艺术教育缺失的不相适应的现状，

马女士提出社会美术教育的重要性，同时指

出社会大众美术教育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

帮助，美术馆、博物馆以及各公共教育体系

需要对此提出可行性的应对举措，教育资源

应该进行整合，学校教育参与到社会教育中

去，与社会教育相辅相成，促进社会美育的

提升。最后，她指出社会教育影响家庭教育，

而家庭教育奠基社会教育，在三种现阶段教

育模式中，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主

导，社会教育是补充和延伸，开启“三位一体”

的教育模式，面对中国美术教育的新形势与

挑战。

姚渝永先生紧密结合教学经验，发表了

《课外线描教学初探》演讲，以各年龄段学

生的线描作品为引，说明学习线描有助于更

多学生发展素养，掌握认识事物、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提高学生当下和未来生活的质量。由此进一

步提出教学应“引而不是教”的理念，教学

中要将传统的学习与学生的生活联系起来，

营造宽松、自主、个性化的学习情景，引导

学生自学自悟。

杨吟兵教授发表了《从概念到形式——

立体构成设计与制作》为主题的演讲，主要

就重庆市中小学美术老师参加全国中小学美

术老师技能大赛的情况，对美术技能的概念

及艺术形式构成进行了详细的解析。同时，

他指出，参赛的中小学美术教师需要将从点

线面到空间构成的概念中解放出来，打破旧

有的具象造型艺术的思维模式，注重作品的

思想性。最后，他强调基础美术教育，尤其

是中小学美术教育，首先需要老师打破规矩，

改变单一的美育教学方式，在此基础上激发

学生的创造力，才会在基础美术教育中提高

学生兴趣。

本次论坛特别推出基础美术教育优秀作

品展，既展示了西部中小学生美术创作水平

和能力，又为论坛提供了具有西部地域审美

元素和教学特色的基础美术教育话题。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供稿）

求。强调在现实情境中发现问题，明确任务，

以自主、合作和研究等方式获取知识、掌握

技能，并将其运用于日常学习过程中，逐渐

形成科学观念，思维方式和探究技能。

陈怡倩博士结合本次论坛的主题，分享

了她在美国期间的研究成果《美国核心艺术

标准课纲的实践与评鉴》，指出美国的基础

美术教育的所面临的问题，从美国政府根据

基础美术教育与高等美术教育不相称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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