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美育教研最前线

04 聚焦04 聚焦 责任编辑／黄俊娴／0571-85311398

2024年 9月 1日

金秋九月，全国各地中小学即将迎来新学期的钟声，

16科“新教材”也将投入使用。随着《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2022年版）》和《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

的正式颁布，我国基础教育领域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

教学改革。尤为引人关注的是，秋季学期起，包括《艺术·
美术》《艺术·音乐》新的艺术课程教材将全新亮相。

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编纂的《义务教育教科书 艺

术 美术》一年级上册与七年级上册，将作为先锋，率先与

广大学子见面。这一系列教材的更新，不仅是对过往成

功经验的传承，更是对新版课程标准的积极响应与深刻

实践。自2002年起，浙美版教材便以其独特的视角、丰

富的内容赢得了师生的广泛好评，而此次基于“新课标”

的重新编纂，更是让这套教材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此前，本报记者有幸与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社长

管慧勇进行了深入交流，就美术新教材的开发与编纂，内

容创新等关键方面进行了专业探讨。

编写者的艰辛与匠心

自 2002年起，浙江人民美术出版

社开始编写并出版义务教育美术教科

书。次年，这套教材便在全国大范围

投入使用，迅速覆盖了多个地市，成为

众多学子艺术启蒙的重要伙伴。面对

时代的发展和教育的需求变化，2011
年，在教育部课程方案调整的背景下，

浙江人美对美术教科书进行了首次大

规模修订，首次将学科素养融入教材

内容。

而今，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和新课程标准的实施，浙江人民美术

出版社再次启动了对美术教科书的全

面修订工作。这是继 2011年之后的

第三次大规模修订，历时两年有余，凝

聚了无数编写者的心血与智慧。此次

修订，不仅在框架体例上进行了大刀

阔斧的改革，更在内容选择、问题设

置、教学环节设计等方面提出了更高

要求。

为了确保教材的质量与水平，浙

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组建了一支由

一线学科教师、美术

领域专家、中小学

美术教育专家及

出版社编写出版

专家

组成

的

精

锐团队。

管慧勇坦言，在编写过程中，编写

团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册教

材中就有20个课题，但从小学到初中

共18册教材，总计超过300个课题，要

求内容不重复且逻辑清晰，难度可想

而知。然而，正是这份对完美的追求，

让编写团队连续数月无休，夜以继日

地投入到教材的打磨中。从内容的精

挑细选到问题的巧妙设置，从教学环

节的层层推进到选图与版面设计的精

益求精，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编写者

的匠心与汗水。“在这二十多年的时光

里，编写教材成为了我职业生涯中最

具挑战性也最为艰辛的任务之一。”

管慧勇表示。

教材是不可或缺的“导航仪”

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教材作为

连接课程理念与学生成长的桥梁，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教材的编写与使用

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将抽象的

育人理念转化为具体可实施的教学内

容，助力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

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教材则

是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导航仪”。

在长达近二十年的学校教育中，从学

前教育到高等教育，每一个阶段都承

载着塑造学生精神世界与知识体系的

重任。此次课程方案的调整，旨在明

确“培养什么样的人”及“如何培养”的

核心问题，特别是艺术学科，更

是将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

实践、文化理解等核心素养作为

培养目标，体现了对学生全面发

展的深切关怀。

美术与音乐，两大

传统艺术学科，在新版教材中实现了

更加紧密的融合，共同构成了艺术学

科的新面貌。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从

明年秋季开始，初中二年级起将增设

的戏剧、影视、舞蹈等课程内容，不仅

丰富了艺术课程的内涵，也为学生提

供了更多元的学习选择。这一变化，

不仅是对传统艺术教育的突破，更是

对“全人教育”理念的生动实践。

教材，作为这一变革的具体承载

者，其编写过程需精心策划，确保既体

现课程方案的精髓，又贴近学生的实

际需求。在美术教材的编写中，编者

们也将审美教育、文化传承与创新实

践融为一体，通过生动的学习案例和

丰富的材料，引导学生逐步构建起自

己的艺术知识体系，同时，也在潜移默

化中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情操、创新精

神和文化理解力。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理解作为艺

术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

了新的高度。它要求学生在欣赏和创

造艺术作品的同时，能够深刻理解作

品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时代背景，以正

确的价值观引领自己的艺术实践。这

一理念的融入，不仅拓宽了艺术教育

的视野，也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新教材“新”在何处

据管慧勇介绍，新教材的核心理

念在于“大观念”的贯穿，同时，创新性

地采用大单元的组织形式使得教材内

容更加系统、连贯，有助于学生构建完

整的知识体系。从小学到初中，每个

年级都依据不同的学习任务、围绕不

同的主题单元展开教学，既保证了内

容的丰富性，又兼顾了学习的渐进性。

教学方法上，新教材大胆突破传

统界限，强调跨学科学习的重要性。

特别是微电影制作、动画制作等现代

艺术形式的融合，让学习变得生动有

趣。这一变化不仅拓宽了学生的视

野，也促进学生在美术与其他学科之

间的知识迁移与综合运用能力，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如，在设计课程中融入科学原理、历

史文化背景等内容，让学生在完成设

计任务的同时，实现多学科知识的融

会贯通。

实践教育方面，新教材鼓励学生

走出课堂，通过体验式学习深入感受

艺术的魅力与工匠精神的内涵。其中

一项任务是传统工艺学习。从小学一

年级到初中，学生将系统学习一系列

中国传统工艺，如刺绣、印染、雕刻

等。这一任务不仅是对学生动手能力

的锻炼，更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弘扬。通过任务驱动的方

式，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

魅力，培养专注力与工匠精神。

另外，在作品选择上，教材编写团

队充分考虑了多样性与丰富性。面对

如此庞杂的艺术作品库，教材编写团

队凭借其深厚的美术史学科背景与专

业素养，精心筛选出了最具代表性的

经典作品。他们的工作不仅减轻了学

生在浩瀚艺术海洋中的选择负担，更

以专业的眼光为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

艺术学习资源。正如管慧勇所言：“我

们的价值在于用专业为受众做筛选，

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艺

术滋养。”

随着新教材以及全新教学体系的

落地实施，期待未来的基础美术教育

更加多元化、个性化与高效化。

《义务教育教科书 艺术 造型·美术》一年级上册《义务教育

教科书 艺术 美术》七年级上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新学期，美术新教材启用
——专访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管慧勇

■本报记者 黄俊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