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课标》指出:“创意实践是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紧

密联系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创新和实际应用的能力。”新《课

标》在另一处主张“发展创新性思维”，我认为在创意实践

中，这三项工作必不可少：

1、让艺术综合多学科，使学生的视野开阔。

2、联系现实生活，启发学生有新的创意。

3、发展创新性思维。

多学科的知识会使学生对创作主题认识的更加深刻。

创意实践有题材和内容方面的，也有美术语言方面

的。我们从徐冰的一次创作中，可以看出历史学科赋予了

他创作以新高度。

2018 年，徐冰展出了他来到二战时期的奥斯维辛集中

营，看到了无数的犹太人被焚烧后丢下的假发、高跟鞋、金

牙，他禁不住地要以版画的形式记录下这令人罪恶的一

幕。怎么表现？用传统的木刻版画形式吗？不，他觉得那

种效果远远没能表达出内心强烈的情绪，于是他和学生们

一起，拓印了集中营的一面墙，他要让世人永远地记住这面

墙，记住上面的每一块砖，记住纳粹永不可饶恕的罪恶。这

是历史赋予他的使命感，集中营现场给他的灵感。所以他

才直接拓印出集中营巨大的墙，具有强烈的现场感。这不

是创意是什么？如果他像有的人那样，只把奥斯维辛集中

营当做一个旅游景点来参观，缺少对历史的了解，肯定不会

诞生出这令人难忘的作品。

联系现实生活，能让小朋友们有美术上的创新。重庆

的雒岩同学在创作《反面的钟》时，画出虚拟的时间和现实

中时间交汇的作品，很有新意。她认为作品上面的钟是现

实的钟，是灰色的。她说“我觉得它束缚住了儿童的天性，

我想挣脱这种束缚，但他却抽出枝条将我捆绑，然后把我极

力拉向现在的快节奏时代，下方的钟是属于我自己的钟，在

这个时空里面我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做自己热爱的事，甚

至发呆，它没有时针，所以我可以随心所欲的畅想，不受任

何的束缚。”哈，这就是学生对时间和钟的认识，它是在生活

中积累的现实时间和虚拟时间。一旦老师带领她欣赏了达

利的《永恒的记忆》后，她就把这样认识变成了富有创意的

画面。其中，没有时针的钟是创意的一大亮点！

创新实践的前提就是创新思维。没有思维方式的创新就

不可能有艺术上的创新。我认为从新《课标》中的提示，在以

下几个方面不妨尝试发展创新思维的努力。1.利用思维导

图；2.小组合作学习；3.加强欣赏课。

思维导图可以让学生发散性思维异常活跃。加强团队精

神，提倡小组合作学习，能让学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促进

学生改变原有的思维定势。

欣赏艺术作品时，我们不能只从作品背景、历史意义、艺

术家、形式语言上分析作品，也要从作品的创新之处引发学生

的关注，帮助他们看到艺术家的创新价值，这也是今后在欣赏

教学上应当加强的地方。

新《课标》还指出“创意实践包括营造氛围，激发灵感，对

创作的过程和方法进行探究与实践，生成独特的想法并转化

为艺术成果。”

这也是要求我们在教学中要注意：创设必要的艺术氛

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如在美术课上有计划地介

绍一些中外富有创意的艺术家及作品，建筑，广告，动漫作

品等。

认真研究学生的课上学习活动，加强对创意实践教学研

究和评价工作。在评价中鼓励学生积极地进行创意实践，设

立“创意奖”，教室内的美术专栏，定期更换学生有创意的优秀

作品等。

认真研究学生的创作过程和方法，最好能以课题的形式，

进行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目前这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创意

实践需要长期研究才能有收效，教育科研能促进我们的理论

学习，提高创新实践的水平。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美育课程的重点目标，创意实践

又是艺术课程的核心素养之一，我们一定要投入较多的精力，

在教学实践和教育科研上有突破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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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创作《热闹的大树》，由 6 到 8 岁的小朋友合作完成。

作品中小朋友通过画树枝，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成员，他

们的爱好、性格等，也有的孩子介绍的是家里的宠物或植物。

五颜六色地组成了一棵漂亮的参天大树，十分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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