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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背景下高中美术教学中跨学科融合的实践与思考

郭珊珊
天津市河东区天铁第二中学�天津�056400

摘�要：在新课标背景下，高中美术教育正面临着改革与创新的挑战，跨学科融合教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理

念，正逐渐受到广泛关注。通过将美术与其他学科进行有机融合，不仅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其综合素养，

还能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本文将深入探讨新课标背景下高中美术跨学科融合教学的重要性、实践方式以

及相关的思考方法，旨在为美术教育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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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当今知识信息时代，培养具有跨学科思维

和综合能力的学生已成为教育界的重要任务。本文阐述

了新课标背景下高中美术跨学科融合教学的重要性，提

出了与历史、文学、科学及其他艺术形式等多种学科的

融合实践方式；还强调了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实践性的

教学方法，并探讨了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加强师资培

训和教学资源建设的必要性。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其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考能

力，为培养未来社会所需的复合型人才打下基础。

1��新课标背景下高中美术跨学科融合教学的重要性

新课标背景下，高中美术跨学科融合教学显得尤为

重要，这种教学方式不仅符合新时代教育改革的趋势，

更是培养学生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关键途径。美术

作为一门艺术学科，其内涵和表现形式与其他学科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跨学科融合教学，可以帮助学生

打破学科壁垒，拓宽知识视野，从多维度理解美术作品

的深层含义[1]。例如，在欣赏古代美术作品时，融入历

史知识，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作品背后的历史文化

背景；在探讨现代艺术作品时，引入文学元素，可以帮

助学生领悟作品所要传达的思想和情感。此外，跨学科

融合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的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考能

力；通过将美术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学生可以学会从不

同角度审视问题，发现新的创意和观点，这对于培养未

来社会所需的创新型人才至关重要，并且，这种教学方

式还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新课标背景下高中美术教学中跨学科的融合实践

方式

2.1  与历史的融合
在美术课堂上，融入历史知识，可以为学生提供一

个更加深厚的文化背景，有助于他们更全面地理解美术

作品。这种融合方式让学生有机会从更大的历史视角

去审视和解读艺术作品，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视觉

审美上，以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为例，这一时期是欧洲

艺术与文化的重生，人们从中世纪的封建神权和宗教束

缚中逐渐觉醒，开始追求个性解放和科学知识。在这一

背景下，众多杰出的艺术家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创

作了大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当教师展示达芬奇的

《最后的晚餐》时，除了让学生欣赏其精湛的绘画技艺

外，更重要的是揭示画作背后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内涵。

这幅画描绘了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向门徒宣布其中一人

将会背叛他的场景，画中每一个人物的表情、动作都栩

栩如生，仿佛定格了那个决定性的瞬间；通过这幅画，

教师可以向学生讲述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风貌、宗教观

念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

2.2  与文学的融合
美术与文学作为艺术的两种重要表现形式，在表达

人类情感和思考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美术教学中

融入文学元素，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艺术体验，

加深他们对美术作品的理解和感受，以梵高的《星空》

为例，这幅画作以其表现主义的强烈风格和对夜空深邃

浩瀚的描绘而著称。画中，梵高用浓烈的色彩和狂放的

笔触展现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星空世界，为了让学生

更深刻地理解这幅画的意境和情感，教师可以引入与星

空相关的文学作品；例如，可以选取一些描写星空的诗

歌或散文，让学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中的描绘，进一步

感受《星空》中所要传达的宇宙之浩瀚和人类的渺小。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艺术和情感表达与梵高的画作相互呼

应，使学生能够更加敏锐地捕捉到画作中的每一个细节

和情感；通过这种文学与美术的融合教学，学生不仅可

以提升对美术作品的鉴赏能力，还能培养对文学的热爱

和对艺术的深刻理解。

2.3  与科学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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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艺术的交融，在美术教学中展现出了独特而

深远的意义，这种融合不仅为学生揭示了艺术创作背后

隐藏的科学奥秘，更在无形中拓宽了他们的视野，激发

了其探索未知世界的热情。在美术课堂上，当教师将光

学、色彩学等科学原理与艺术作品相结合进行讲解时，学

生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画作中光影变幻、色彩搭配的奥

妙，他们开始明白，那些看似随意的笔触和色彩选择，

实则都蕴含着精心的科学计算和深刻的艺术思考[2]。以

莫奈的画作为例，学生们通过探究光线的折射与反射原

理，领悟到水面上的光影为何会如此跃动、色彩斑斓；

这不仅让他们对艺术创作有了更深的认识，更让他们对

科学与艺术的和谐之美产生由衷的赞叹。在这种融合教

学模式下，学生们的思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他们

开始学会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艺术作品，从科学的角度

去审视艺术创作的每一个环节，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为

学生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引领他们走向更高远的

艺术境界。

2.4  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
艺术的世界是广阔无垠的，各种艺术形式之间都有

着微妙的联系，在美术教学中，我们积极地探索与其他

艺术形式的融合，以期带给学生们更丰富的艺术体验，

当学生们在美术课堂上欣赏抽象画作时，教师会精心选

择一段与画作风格相得益彰的音乐。随着音乐的旋律和

节奏，学生们仿佛能够看到画作中的线条在舞动，色彩

在跳跃，这种音乐与美术的完美结合，让学生们更加直

观地感受到了抽象画所蕴含的情感和意境。此外，我们

还尝试将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融入美术教学，在欣赏

古典画作时，教师会引导学生们通过舞蹈来模仿画作中

的人物姿态，或者通过戏剧表演来再现画作中的场景。

这种身临其境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

艺术作品的内涵，同时也锻炼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这种跨界的艺术融合，不仅让学生们在美术课堂上

获得了全新的艺术体验，更让他们明白了艺术之间的相

互关联和互补；我们相信，通过这种融合教学，学生们

会更加热爱艺术，更加懂得欣赏和创造美。

3��新课标背景下高中美术教学中跨学科融合的思考

方法

3.1  以美术为核心，寻找跨学科融合的切入点
在美术教学中，跨学科融合的首要任务是确立美术

学科的核心地位，美术不仅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造

力，更深刻地反映了文化、历史和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

性。（1）围绕这些核心素养，教师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制
定教学目标，确保学生在美术学习中得到全面的提升，

确立了美术学科的核心素养和教学目标之后，接下来的

关键步骤是精准地找到美术与其他学科的融合点。（2）
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拼接，而是要通过深入探索美术

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知识的有机整合；例

如，在美术欣赏课中，教师可以通过引入相关的历史知

识，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美术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从而

更加准确地把握作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3）结合
文学作品，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探讨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

情感和主题，使学生在理解作品文化内涵的同时，也能

提升其文学素养。（4）通过与哲学的结合，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思考艺术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哲学思想，如

生命的意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从而培养学生的思辨

能力和哲学素养。

3.2  设计跨学科融合的教学活动
设计跨学科融合的教学活动是实现美术教学创新的

重要环节，教师可以通过组织主题性的跨学科研究项

目，促进学生的综合学习和全面发展；例如，“艺术与

科技的结合”项目可以让学生深入研究现代艺术作品中

科技元素的应用，了解科技对艺术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

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掌握美术知识，

还需要涉猎科技领域的相关知识，从而实现跨学科的综

合学习，同样，“历史与艺术的对话”项目可以让学生

通过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作品，探讨艺术风格和社

会变迁的关系。这要求学生不仅要了解艺术史，还要熟

悉相关的历史知识，从而更全面地理解艺术作品的历史

背景和文化内涵；此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虚

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教师可以为学生创
造更为沉浸式的学习环境。例如，通过VR技术，学生可
以“身临其境”地参观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与艺

术作品进行零距离接触，这种新颖的学习方式不仅能极大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还能帮助学生更直观地

了解艺术作品的全貌和细节，提高其艺术鉴赏能力。

3.3  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和实践性
在跨学科融合的教学中，学生不再是被动的知识接

受者，而是成为教学活动的主动参与者和实践者，教师

应该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各种教学活动，让他们敢于在课

堂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疑问。这种参与不仅

能够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更能锻炼他们解决问题的

能力；并且，实践操作也是至关重要的，通过亲身参与

绘画、手工制作等艺术实践活动，学生可以更直观地感

受到艺术的魅力，更深入地理解艺术的价值[3]。为了进一

步增强学生的实践性，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与艺术比赛

和展览，这不仅能提升学生的艺术技能，更能培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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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队协作能力、社交技巧，以及自信心和责任感。此

外，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将所学的跨学科知识应用到实

际生活中，比如设计环保宣传画或制作历史文化主题的

短视频，这样的实践活动不仅能让学生学以致用，更能

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

定坚实的基础。

3.4  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为了全面、客观地评估学生的跨学科融合学习效

果，建立一套多元化的评价体系至关重要，传统的笔试

和作品展示虽然能够衡量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和艺术创

作能力，但仅仅依赖这些方式显然是不够的。（1）口头
报告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评价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学生

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还能锻炼语言表达和逻

辑思维能力，在准备口头报告的过程中，学生需要梳理

自己的思路，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这不仅有

助于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和自信心，还能让教师更直观

地了解学生的思考过程和知识掌握情况。（2）团队合
作评价也是多元化评价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跨学科融

合的学习中，团队合作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团队合作评

价，我们可以观察学生在团队中的表现，了解他们的协

作精神、领导能力以及团队意识。（3）实践操作评价
则能更直接地展现学生的艺术技能和创新能力。在跨学

科融合的教学中，实践操作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实践操

作评价，我们可以真实地看到学生的艺术技能和创新能

力，了解他们在实践中的表现和成果。

3.5  加强师资培训和教学资源建设
要实现跨学科融合的教学目标，加强师资培训和教

学资源建设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引

导者和组织者，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直接影响着

跨学科融合教学的效果。（1）学校应该定期为教师提供
跨学科知识和教学技能的培训。通过专业的培训，教师

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跨学科融合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提升自己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储备和教学技能；这

样，教师在实施跨学科融合教学时才能更加游刃有余，

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学服务[4]。（2）学校还应积极建
设跨学科教学资源库。这个资源库可以包括各种优秀的

教学材料、案例、艺术作品、历史文献资料以及科技应

用实例等；这些丰富的教学资源将为教师进行课程设计

和教学实施提供极大的便利，教师可以通过这些资源来

丰富自己的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3）与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也是非
常重要的，这些机构拥有丰富的艺术资源和专业知识，

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学习资源；通过与这

些机构的合作，学生可以更直观地接触到艺术作品和历

史文化，加深对跨学科知识的理解。

结语：综上所述，跨学科融合教学是新课标背景下

高中美术教育的重要创新方向；通过打破学科壁垒，实

现美术与其他学科的有机融合，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艺

术素养和审美能力，还能培养他们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

力。在实践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和尝试，以美术

为核心，寻找更多跨学科融合的切入点，设计丰富多样

的教学活动，并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相信在未来的美

术教育中，跨学科融合教学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

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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