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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式教学：在统整中深度学习
——以美术表达为例

李蒙蒙   张  帆 / 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

课程整合是面向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课程开发的必然选

择。随着“蒲公英”课程的不断推进，我校项目式教学下的

课程整合成为课程实施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

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

康成长。” 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蒲公英”

课程中的重要课程要素。为了充分发挥美术学科的育人作用，

进一步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确保学生实践能力与综合素养

的全面提升，学校在美育课程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将美术与

语文学科进行有机结合，让学生在进行文章学习后展开艺术

的再造与感受，为学生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课程目标的融合：课程标准下的统整与升华

美术通过画面表达，语文通过文字表达。找准合适的教

学内容，共同进行画面和文字表达。在深入研究美术和语文

学科课标的基础上，学校选定具有历史背景和深远时代意义

的《圆明园的毁灭》一文作为学科统整尝试，从艺术表达和

文字表达两个方面切入，丰富内容，深化主题，让学生在课

文学习与艺术赏析创作中，利用文字与艺术作品充分描述自

己对圆明园毁灭的真实感受，形成符合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课

程体验，让学生在语文与美术的双重熏陶下实现对培养学生

的审辨式思维与合作意识的培养。

课程形式的多样化：真实情景下的多学科统整

“圆明园的毁灭”一课突破了传统语文课程的教学形式，实

现了美术与语文学科的无缝衔接。课程前期先组织学生观看纪录

片，教师讲授了课文内容，让学生对圆明园被毁有初步的认识与

了解，感受历史背景。课程后期，教师引导学生感受中国古代建

筑与传统纹饰等艺术特点，并手把手地教授泥塑的创作方法等，

让学生能灵活运用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自主创作泥塑作品。 

学习方式的转变：任务导向下的深度学习

“圆明园的毁灭”一课在跨学科、跨领域有机结合后，

实现了学生在学习方式上的有效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知识内涵的理解。在实践教育中，学生的情感能

力与核心素养是建立在相关学科活动上的，学校在教育中根

据《圆明园的毁灭》所涉及的语文教学内容与目标，与美术

实践课程进行有效整合，精心设计了“圆明园毁灭”跨学科

项目式课程体系。

二是课程项目的整合。教学中将语文教学与美术创作进

行较好的整合，教师在教学中将不同课程项目合理安排在八

节课中，在语文教学中始终穿插艺术鉴赏与创作内容，让学

生在用语言表达对圆明园被毁的愤慨与哀痛，引导学生利用

泥塑等艺术创作升华爱国情怀与环保意识。

三是学习方式的创新。老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实践课

程学习中，在课上给学生布置语言表述自身情感与完成泥塑

柱头创作等任务。学生在潜在动力的驱使下，主动进行柱头

与传统纹饰的细致观察与欣赏，并认真学习泥塑创作方法。

之后，老师再次组织学生进行学习心得讨论，以圆明园被毁

情感为主线，让学生写课后感受。

“圆明园的毁灭”作为跨学科课程，超出了文字知识层

面的符号属性，实现了艺术与文化情感的学习，为学生核心

素养培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真正实现了课程内容与课程情

感的深化与发展，是对学生核心素养的深层次体现。在授课

中，教师根据小学生的年龄、阅历等特点，在融合美术与语

文学科基础上，实现了对“圆明园的毁灭”课程学科属性的

互通，进一步拓展了学习的深度与广度，提高了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与参与性，帮助学生实现场景再现，利用文字表达与

艺术创作，使学生核心素养得到提升，不断关注学生的全方

位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