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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 年四川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我主编的美术教学课例书籍《童心在线----线描教学案例》。这是一本校本课程教材,总结了我在

线描教学领域的课程开发方法和实例：1.“文化的韵味”等单元的线描课程开发；2.“玩具的欢乐”等单元的线描课程开发；3.“创意联想”

等单元的线描课程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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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主编的《艺手寻美一纸艺手工教学》一书经四川美术出版社

出版后,获得了同行和专家的认可与好评。我的新一本教学案例书籍《童

心在线一—线描教学案例》2019年5月又经四川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二十年的美术教学中,点点滴滴的经验积累,让我摸索总结出了一

些自己的教学方法,而线描教学就是自己比较喜欢和擅长的一类。2011年

10月,我代表四川省参加全国第六届中小学美术课比赛,使用荣获全国一

等奖的自编教材讲授《古镇——黄龙溪》一课,学生的作业表现方式就是

用的线描。线描是用单色的线条对物象进行勾画,既是具有独立艺术价值

的画种,又是造型基本功训练的常用方式,同时也是中国画的主要造型手

段。线描画的基本元素为点、线、面,组织在一起以粗细变化、疏密变化、

样式变化等形成线描画,呈现出写实和装饰两种画面效果。 

作为一名一线的美术教师,在每学期的教学中,都会涉及到线描的教

学。如何让学生在短时间内了解线描的基础知识、基本方法、表现要点?

如何在训练学生的敏锐观察力的同时,用线条较为准确地表达形象的特征,

并提升线条的表现力、艺术性?如何结合学生个性特点,让学生创造性地表

达自己的思想?如何在线条教学中,潜移默化地让学生注意自己身边的事

物,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又关注多元的世界文化?同时,如何将上述的思

考与问题,通过合理的教学课程运用于课堂中,并形成校本课程体系开发。

这些都是我在线描教学中思考的一些问题。 

现在我就书籍《童心在线一—线描教学案例》总结的一些线描校本课

程的开展案例,谈一谈美术校本课程的开发。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指出：教师可以运用自然资源(如自然景

观、自然材料等)和社会文化资源(如文体活动、节庆、纪念日、建设成就、

重大历史事件、传说、故事、影视、戏剧、民族与民间艺术以及人类文化

的遗物、遗迹等)进行美术教学。并在课程的基本理念中指出,要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关注文化与生活,注重创新精神等。 

根据美术课标精神及美术的核心素养要求,我开发校本线描课程时按

照单元进行分类,单元主题分别为：文化的韵味、植物的活力、竹编的岁

月、玩具的欢乐、机械的结构、创意联想、单人创作、场景创作等。 

1 “文化的韵味”等单元的线描课程开发 

美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民族,是世界文化宝库中

的一颗明珠。挖掘好我国传统的文化要素,并关注世界各地的文化特色,

将其引入到美术课堂中,会使我们的美术校本课程具有历史的底蕴又丰富

多彩。 

在线描“文化的韵味”单元中,我将课程设置为“石狮子”、“尼泊尔

面具”、“龙头面具”、“戏曲人物”四课。每一个课程分别设置“教学要点”、

“教学步骤”、“给小朋友们的话”、“文具准备”四个模块,并辅以主题照

片、教师或学生范画、学生课堂作品等。 

以“石狮子”一课为为例： 

角色扮演相关教学活动,让学生明白尊重他人的重要性,让其体会尊重与

被尊重之间的关系,让学生理解尊重的真正含义。 

2.3结合翻转课堂让学生自主学习 

教师要按照翻转课堂的教学特点,寻找教学内容的切入点,充分利用

现有的网络教学平台以及在线课堂等自主学习工具,积极引导学生开展自

主学习活动。教师要从课程知识理论的角度入手,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制定适合学生发展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推动非结构化的深层知识建设,

提升学生的动作技能,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批判性思维。 

3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学校道德与法治教学面临着

严峻挑战,教学手段更加多元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教师转变传统的单

向传授手段,制定科学的教学策略,提升学生的深度学习认知能力,调动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深化学生的道德法治教学效果,积极鼓励学生进行自主

探究学习。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为学生创建良好的学习情境,在情境中注

重知识的建构,提升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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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点：1.掌握石狮子不同的玩耍形态,注意石狮子的动态。2.注

意石狮子的毛发要以分组的形式处理。3.注意石狮子肌肉的走向。 

教学步骤：1.了解中国传统石狮子文化,了解南北方石狮子的不同形

态。2.用铅笔轻轻地将石狮子的外轮廓勾出。3.用签字笔或者记号笔细的

-头将石狮子的外轮廓复勾。4.在外轮廓勾完以后,勾出石狮子的五官,找

出石狮子的细节。5.勾勒石狮子卷曲的毛发。6.随着石狮子的肌肉走向,

找准点线面。7.调整画面的黑白灰节奏。 

以上设置可以让教师和学生非常清晰明确地知道本课的要点、表现方

法与步骤,能非常容易地解决本课程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在“给小朋友的话”模块中指出“中国传统石雕文化源远流长,石狮

子在中国古建筑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小朋友们在学习线描的过程中,

还了解到了中国传统石雕文化,感受了中国古建筑之美。”这非常清晰出道

出了设置此课在文化要素上的思考。 

在“尼泊尔面具”、“龙头面具”、“戏曲人物”三课中,都设置了以上

相同的模块,特别是在“给小朋友的话”中,分别点明了文化要素。如“尼

泊尔面具”一课中指出：尼泊尔面具以印度神祗为原型,做工精致,造型丰

富生动,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绘画时,我们从尼泊尔面具中感受到浓郁的

东南亚风情,了解异域的别样文化。在“龙头面具”一课中指出：木雕,

是我国常见的民间工艺,被称为“精细木工”。中国传统木雕历史悠久,种

类丰富,质地坚韧,带有浓厚的地域特征,小朋友们可以在课外时间多了解

一下中国传统木雕,领略中国传统木雕文化。在“戏曲人物”一课中指出：

戏曲是中国传统艺术之一,它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思想精髓。中国

的戏曲与希腊悲剧、和戏曲、印度的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曲文化。 

以上课程的模块设置,很好地突出了课程的重难点,解决了技能技法

的问题。同时又以文化为核心载体,让学生在学习技法的同时,通过课程让

学生了解了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线描的特征、线

描表现性,并逐步形成热爱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和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价

值观。 

在第三单元“竹编的岁月”课程设置中,也对中国的乡土文化和农耕

文化进行了线描的表现学习。 

2 “玩具的欢乐”等单元的线描课程开发 

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要相信每个学生都具有学习美术的潜能,让学

生在不同的潜质上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教育教学中,兴趣是学生学习

美术的很好的老师,我们在校本美术课程也要发挥美术教学特有的魅力,

以学生感兴趣的教学内容,配以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使课堂生动有趣,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 

所以在《童心在线一—线描教学案例》一书中,我设置了“玩具的欢乐”

等单元,以引发学生的共鸣,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本单元中,设置了“洋

娃娃与公主”、“牛魔王”、“竹篮子和熊娃娃”、“玩具总动员”等课程。 

这些课程深受学生的喜爱,作品天真有趣,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开发了学生的潜能,并让学生学会观察身边的事物,养成了非常好的

学习习惯。 

在课程的模块中,“给小朋友的话”栏目非常清晰地对授课教师及学

生进行引导,对完成本单元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如“洋娃娃与公主”一

课中指出：洋娃娃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玩具之一,我们观察生活,并且将

生活中的美描绘在我们的画纸上,用笔将其记录下来。所以,小朋友们在生

活中可以随时记录我们生活中的美,这样,我们就可以锻炼自己发现美的

眼睛了。在“牛魔王”一课中指出：乐于发现生活中的有趣事物,小牛和

小鞋,本来不是一个整体,我们用独特的视角去组合它们,给予一个有趣的

灵魂。美术并不枯燥,我们大胆地去发现乐趣,大胆地去添加乐趣,感受美

术赋予生活的独特乐趣。在“竹篮子和熊娃娃”一课中指出：小朋友们可

以根据自己阅读的童话故事或者自己看过的动画片,发挥想象,在画面里

添加一些带有情节性的物件,使画面更加有趣味性。 

这些引导的话语,让教师和学生都能关注生活,关注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对学生的教育成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创意联想”等单元的线描课程开发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美术能使我们保有原始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美术课程重视对学生个性与创新精神的培养,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

创造性。在线描教学中,运用联想、夸张、置换、共生等方法,帮助引导学

生在具体情境中探究与发现,发展创新实践能力,创造性地完成作品。有效

培养了学生关注生活、发现美并创意美化生活的意识和能力。 

在《童心在线一—线描教学案例》一书中,我设置了“创意联想”等

单元,旨在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大胆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写生和再创作,

表现出独一无二的线描作品。如课程“奇怪的鱼”、“龙虾和螃蟹”、“我的

摩托车”、“人物联想”、“创意刮画”、“五彩斑斓的神话”等,在要求学生

在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过程中,结合文化元素并加入自己的个性因素,

大胆创意联想,创作出一幅幅精彩的线描作品。 

除以上单元外,设置的“植物的活力”、“机械的结构”等课程内容,

均要求学生关注生活、关注文化传承、注重观察创新,在提升学生技能技

巧的同时,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 

4 结束语 

总之,在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中,美术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利用,是保证

美术课程实施、目标实现的基本条件,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要立足于实际,关注生活,走进大自然,关注文化的传承,了解特色文

化艺术遗产,关注时代进步与地区差异,将各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发新

的教学内容,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使校本美术课程资源走上了多元开发的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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