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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教育 

浅析美术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教学 
姜秀毅 

(蓬莱区郝斌中学  山东烟台  265600) 

摘要：学科融合是现代课程改革的必然趋势，美术作为一门综合性、多元化、充满创造性和表现力的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

融合有着广阔的空间。但是，目前的美术学科融合教学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认知偏差、形式简单、创新不足等都制约着其作
用的发挥。本文分析了美术学科融科教学的意义、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更好地推动学科融合提出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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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版）》的颁布，美育

的育人功能进一步强化，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教学对于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作用愈发突出，更加强调以各艺术学科为主
体，加强与其他艺术的融合，重视艺术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充

分发挥协同育人的作用。然而，作为艺术学科重要组成部分的

美术学科在当前融合教学的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无法产生
“1＋1＞2”的叠加效应。因此，深入探讨美术与其他学科交叉

融合教学的意义、现状和不足，探求有效的解决路径，对促进

美术学科融合教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美术学科融合教学的意义 

1.1 以画启思，激发多元思维。 

在美术教学中，运用不同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来创作美
术作品，不仅可以丰富其艺术表达，更有助于拓宽学生的思维

视野。例如，在数学与美术的融合教学中，学生既可以利用几

何图形和线条来创作具有数学美感的美术作品，又可以去理解
数学与艺术的和谐之美；在历史与美术的融合教学中，学生除

了可以绘制历史场景和人物来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更能够

通过研究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了解相应的历史背景和文化，
并从艺术风格随时间的演变中，与历史事件串联起来。高质量

的融合教学方式将成为培养学生跨学科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重要

途径。 
1.2 以画寄情，提升综合素养。 

作为情感的载体，美术作品的创作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审

美情趣，还可以培养情感表达和沟通能力等综合素养，从而提
高学生运用综合思维解决跨学科问题的能力。比如结合物理光

学原理讲解色彩的混合和光的反射，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光与色

背后的科学的道理；通过研究蝴蝶上的花纹、贝壳的螺旋结构，
将这些元素融入美术作品中，在辅助学生更好地观察自然界动

植物形态的同时，还激发其创作灵；在语文与美术的融合教学

中，可以在诗歌赏析中融入中国山水画的章法样式，对以诗歌
为蓝本的画作进行鉴赏，将诗歌与画作的赏析有机融合，引导

学生根据文学作品的主题和情节来创作相应的美术作品。在创

作出深刻而富有表现力的艺术作品的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更
加综合、全面的学习体验。 

1.3 以画促学，增强学习兴趣。 

创造性表达、视觉化学习、情感连接等是美术教学特有的
方式，将其与其他学科的教学结合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如在数学学科中，运用思维导图、插画，

更直观地看到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更好地理解和记忆复杂抽象
的概念；在经典文学作品的学习中，如《西游记》、《红楼梦》

等，让学生为其章节绘制插图，以此来增深对原著的理解；在

与地理、生物等学科的融合中，可以在绘制、制作地图和地貌、

动植物中感受艺术与自然、生活、社会的关联，提高学习积极

性和自主学习能力。此外新媒体艺术作为美术新兴的门类，可

以通过与信息技术学科的融合，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图像处理、
动画制作，以及利用 VR/AR 技术创建沉浸式的艺术体验，在

探索艺术的同时也激发了学习研究的兴趣。 

2 美术学科融合教学的现状及问题 
2.1 认知存在偏差，“融合意识”制约发展。 

作为一种创新式的教学方式，不论是教师层面还是家长层

面，对学科融合教学都存在认知上的偏差和误区。习惯了传统
教学方式的老师，对学科融合教学理念的理解还不够深入，甚

至认为美术融合教育增加了工作负担，从而导致学科交叉融合

教学中主动探索实践、积极创新的意识不强。很多家长仍将目
光聚集考试科目中，以中考、高考为导向，对美术学科仅认为

是简单的绘画，与其他学科关系不大，忽视了美术教育的理念

和方法以及对孩子想象力、创造力和情感的表达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上述认知偏差在一定程度影响了美术学科融合教学的推

广和实施。 

2.2 融合形式简单，“融而不合”普遍存在。 
拼盘式融合、跨学科式融合、德育融合和信息技术式融合

是目前学科融合的主要方式，但在上述方式中，更多的仍局限

于形式上的融合。简单的学科元素引入，如在美术与科学课程
的融合教学中，学生只是简单地绘制科学实验观察图，对科学

原理与美术表现的关系缺乏精心的教学设计和深入的探讨，这

种没有站在课程内容特征以及核心素养培养的角度思考的“融
而不合”的现象，离实质性、深入融合仍存在很大的差距，也

导致了学科融合过程中内容的割裂，学科目标的失焦。 

2.3 创新应用不足，“融合措施”成效不足。 
美术学科融合涉及教学方法、师资培训、评估机制、跨学

科实践等诸多方面，但实际的融合教学中，仍以传统的教学方

法和工具为主，未能充分使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新颖的教学设计，
缺乏创新和探索精神。老旧的设备、教具，缺乏趣味性和互动

性的教案，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无法充分实现美术学科

在提升综合素养、提高综合能力等方面的作用。 
3 美术学科融合教学的策略 

3.1 优化顶层设计，拓宽融合广度。 

美术学科融合教育的整体推进，涉及资源整合、教材研发、
师资力量等诸多方面，只有从国家层面制定科学系统的规划，

加快“大美术”学科布局，将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进行全方位、

多层次的融合，才能高效统筹发展。比如由国家教育部门主导，
设立专门的跨学科美术项目，探索大单元教学模式，以全方位

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与人文素养为目标，将“美术＋”贯穿于

教材中、课程中，打造全科美育课程体系；提供专项的资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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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鼓励支持更多富有创新精神的骨干教师、青年教师探索美
术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更新颖的课程设计、更丰富的形式内

容，打造、评选优质精品融合课程进行复制推广，对广大教师

开展技能培训，让教师队伍从理念上了解、从思想上重视、从
实践上主动。 

同时，以培养具有开拓精神、时代责任和创新意识的复合

型人才为目标，强化课程实施的综合性，增强学习的系统性、
知识的立体性，探索将美术学科与人文、社科、理工等多个学

科进行融合，形成跨学科的教学体系。 

3.2 深挖内在联系，探索融合深度。 
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知识背景、深层内涵、技能和思维方

式等方面的交叉融通。聚焦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契合点，打

破学科间壁垒，探索学科间的互补优势，将对引导学生多维度
审视、理解、分析现实问题，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具有重要作用。以中国传统绘画在语文学科中的融合为例，中

国传统绘画讲究诗、书、画、印融为一体，引导学生根据诗歌
内容和情感创作画作，为文学作品设计藏书票或藏书印以及作

封面设计，让学生捕捉诗歌意境、感受文学作品主题思想的同

时，探索通过视觉元素去传递和表达，探索文学和美术两种艺
术形式的相互作用，为学生创造一个更加富有创造性和多元的

学习环境。 

同时，还可以打造美育教研联盟、将单一传统的备课模式
改为相互融通、相互渗透的跨学科复合型教学模式。比如课本

剧设计，通过服装、化妆、灯光道具等舞台美术，去反映角色

的性格特点、社会地位，去构建正确的时空感与作品的历史时
期相契合，运用各种视觉元素去增强故事的叙述里和情感表达，

去烘托特定的情绪或气氛，从而实现美术、语文、历史等多科

融合的效果。此外，还可以吸收美育专家的加入，开展多形式
的交流和指导，深入发掘美育深层次的内涵，将美术学科更好

地浸润于其他学科的中。 

3.3 强调以生为本，突出融合高度。 
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教学，其根本出发点是激发学

生的创造力和探究精神，提升学生的审美和对各学科的理解能

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融合教学必须
站在以学生为本的高度上。一是在课程设计和课堂效果呈现上

要更加注重课堂实践和探索，侧重教学目标、内容、过程和评

价，培养学生学会学习、自主学习的能力，重视积极的学习体
验，培养探究问题的意识。二是要以实现培养学生审美感知、

艺术表现、创意实践和文化理解等核心素养为目标，逐步形成

学科核心素养本位的新教学体系。三是要以培养学生的跨学科
思维，或者是激发学生跨学科思维萌芽为重要任务之一，借助

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教学，鼓励学生学会从不同角度思

考问题，培养跨学科思维的萌芽。 
3.4 多方赋能添力，提升融合维度。 

科技与创新正重塑着传统的教学模式，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也逐渐成为现代教学的重要工具，在美术学科融合教学中大
有发挥潜力。在教学设计中，教师要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将

声、文、图、相融为一体，为学生创造多元化等学习环境，激

发学生参与的热情，提升融合教学的效果。同时，人工智能已
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融合教学中也会碰撞出新的“火花”。

比如利用 AIGC 技术模拟复杂的光影效果，生成各种自然界的

景象以及实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现代化，都会为课堂教学创造
出更丰富、更深入、更个性化的效果，也将大大提高教学的互

动性和学生的参与度。同时，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程序设计、

大数据分析还能在教学效果评估、反馈及分析改进中发挥重要
的作用。此外，还应加强科研赋能，通过研究型、项目化、合

作式、驱动式等模式，全面贯彻新课程标准理念，推动学科间

深入融合和协同发展。 
3.5 实现多元评价，确保融合效度 

如何实现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教学，离不开科学的

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在评价方式方面，应推进自评与他评相结
合。所谓自评，即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培养批判性思维能

力。所谓他评，应引入其他学科教师共同参与评价，在这一过

程中还包括同伴互评、家长评价等，进行综合评价；推进量化
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在量化评价上，需要通过设定明确的

评价标准，对融合教学进行数据化打分。在质性评价上，不仅

要关注学生在融合教学中的表现，还需要关注教师的教学设计，
如创意、构思、情感表达等，采用描述性、解释性的评价方式；

推进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过程评价中要重视学生在融

合教学过程中的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合作能力、解决问题的
能力等。结果评价中要关注在融合教学条件下对学科知识的掌

握程度；推进相对评价与绝对评价相结合。相对评价，在评价

对象的集合中选取一个或若干个作为基准，然后与其他评价对
象进行比较。绝对评价，在评价对象的集合之外，确定一个客

观标准，把评价对象与这一标准进行比较。同时，在实施多元

化评价时，还需要突出创意与技术并重既要关注其创意和构思，
也要关注其技术水平，如绘画技巧、色彩搭配等。这些评价方

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从而有效推动美术融合教学的发展。 
4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美术学科

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教学在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创新能力和
审美情趣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具体实践中仍面临着诸多

挑战和困难，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优化顶层设计，加强政策

上的引导和鼓励，深挖内在联系，深化学科间交叉融合，强调
以学生为本以及综合运用信息技术等手段，形成协同共促机制

将成为推动美术学科融合教学的重要路径，让教学呈现出更加

丰富多彩的形式和内容，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
间和舞台。 

参考文献： 

[1]吕宏伟. 初中美术教学的美育实施策略[J].  山东教
育.2024(14):48-49 

[2]陈玲. 初中美术学科教学中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创新策

略研究[J].美术教育与研究. 2024(14):162-164 
[3]孙羽泽,张彦良. 基于 CIPP 模式的初中学段艺术核心素

养本位教学的教学评价指标构建——以初中美术学科为例[J].

美术教育研究. 2024(2):168-170,174 
[4]唐胜荣.基于新课标的初中美术学科融合创新策略[J]. 中

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教育科学 2023(4):77-79 

[5]李阳.语文与美术学科融合教学策略研究——以《梦游天
姥吟留别》为例[J].语文教育与研究 2024(1):90-94 

[6]丁祎.浅述美术教学中学生核心素养能力的培养[J].山东

教育.2022(28):101-102 
[7]郭雨昕. 信息技术与美术学科教学整合的探究[J]. 中文

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教育科学 2022(4):213-215 

作者简介：姜秀毅（出生 1977 年 4 月-17），性别：女，民
族：汗，籍贯：山东省 烟台市 蓬莱区，单位：蓬莱区郝斌中

学，职称：中学一级，学历：本科，研究方向:美术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