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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程的实施，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如何让学生体会生活，寻找生活中的美，创造生活中的艺术，是现代美术教育教学的重

点。而利用身边的旅游资源开发校美术课程，可以使教学的内容得到补充与延伸。如何把旅游资源应用到美术课程上来，提高学生环境保护

意识，也是我们美术老师应尽的责任。将学生带进巧用旅游资源创造美好世界的新境地，不断地引导学生去发现、认识、体验、不断提升学

生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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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七彩丹霞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从学生的生活出发，基

于中小学美术教材关于装饰设计、关注身边的美术遗存、传统民居的艺

术魅力等课程，开发以认识七彩丹霞的特殊地貌，利用媒材动手制作七

彩丹霞特色的美术课程。 

通过课程开发，师生共同探究，帮助学生了解本地地貌，通过对七

彩丹霞文化美术课程的学习，学生汲取七彩丹霞的精髓，传承七彩丹霞

的文化，滋养和陶冶人文情操。从美术教学来看，为中小阶段美术新课

改从传统技巧学习上升为学习美术文化，追求人文性质的美术课堂提供

不一样的想法。  

1 简析本地美术课程资源在中小学中的开发和利用存在问题 

在中小学的美术课堂创新改革中，经过大量的实践和调查，我们不

难发现当地的人文地理文化等资源能等对于提升小学生对美术课程的热

爱和积极性有很大的助益，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小学书美术教育的发

展。 

我们的课程资源分为知识资源，物质资源，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等。

要简析本地美术课程资源在中小学应用中的开发和利用的存在问题，首

先了解甘肃省地域文化特点。甘肃省的地域文化历史悠久而且非常丰富。

它位于我国中东部腹地通往西北地区的走廊过渡地带，也是闻名于世的

丝绸之路所经的交通枢纽。从文化艺术上来说，这里有我们耳熟能详的，

彩陶，壁画，石窟摩崖石刻等极具民族代表性的艺术宝藏。 

而在我们的小学美术课堂创新改革中，甘肃省本地的中小学美术教

育课的课程资源利用方面还是存在一定问题。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分别了

解本地美术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现状与问题。首先，是因为本地的经济

状况，地域等诸多现实原因，基层教育工作者对于本地的地域文化资源

运用较少，或是直接没有运用到。据调查了解到很多在中小学的很多美

术课堂中，大多遵循传统的教育美术教育方式，根据教材，或者说只是

在身边周围寻找课程资源。在调查中，也发现不少中小学的美术课程资

源，存在片面性，单向性等，因为教育工作者的审美不一，并没有发现

当地地域文化资源其中富含的深刻价值，对其选择利用性非常的片面。

例如选择介绍当地有特色的景点文化遗产时，在课堂中也只是蜻蜓点水

般，具体内容提到较少。 

2 开发以七彩丹霞为核心的美术课程资源 

本课题以开发七彩丹霞为核心的美术课程资源。甘肃张掖七彩丹霞

地貌是当地非常著名的一个 5A 级景区。是大自然留给临泽人民的一份宝

贵自然遗产，其占地面积薄庞大，气势磅礴，形态丰富，造型奇特,色彩

艳丽。其绵延数十公里，宛如大地之母披上一件绝美的五彩衣裳。七彩

丹霞从具象的形态美，色彩美，到抽象的民俗历史文化沉淀等，都非常

适合作为课程资源运用到美术教育中。并且七彩丹霞地貌本身就是当地

特色，运用到教学中，即会变成教学的特色。教师从不同的方面角度来

引导学生发现七彩丹霞的美，并学会将其美运用到绘画作品中。不仅如

此，七彩丹霞的美，本身就是来自于自然，磅礴壮丽，震撼人心的一种

美，是比传统教育中向学生展示学习任何一种书面教材内容无可比拟的。

它作为课程资源晕到我们的教学中，不仅使我们美术教学锦上添花，最

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培养学生对当地文化特色的理解程度，推进学生们对

于自己的家乡文化的理解与热爱。提高其对于艺术的认知能力。更为当

地的美术教育发展迈出一大步。 

在充分了解国内外本地美术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研究现状、本地

美术课程资源开发的方法、本地美术课程资源开发的优缺点后,我们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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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开发以七彩丹霞为核心的美术课程资源寻找参考，并且结合教学实际

和调查结果,提出了七彩丹霞为核心的美术课程的设计。 

3 七彩丹霞为核心的美术课程的设计 

七彩丹霞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是从学生的生活出发，基于中小学美

术教材关于装饰设计、关注身边的美术遗存、传统民居的艺术魅力等课

程，开发以认识七彩丹霞的特殊地貌，利用媒材动手制作七彩丹霞特色

的美术课程。我们的目标在于，通过课程开发，师生共同探究，帮助学

生了解本地地貌。再通过对七彩丹霞文化美术课程的学习，学生汲取七

彩丹霞的精髓，传承七彩丹霞的文化，滋养和陶冶人文情操。从美术教

学来看，为中小阶段美术新课改从传统技巧学习上升为学习美术文化，

追求人文性质的美术课堂提供不一样的想法。  

4 基于此，笔者做出了如下美术课程设计： 

4.1 利用多种途径及方法引导学生发现七彩丹霞之美 

 美术课程标准中对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条例作出了进一

步的完善。各校应配齐美术教学设备与器材,配置美术专用教室,并提供

储藏教具、工具、材料的场所以及展示学生美术作品的场所。有条件的

学校应配置可供美术课使用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学校的图书馆应配备美

术书籍和其他美术资源,包括教师参考书、学生参考书、美术杂志、美术

教育杂志、幻灯片和光盘等,供教师备课及上课,学生收集、查阅资料以

及自学或合作学习时使用。广泛利用校外的各种课程资源,包括美术馆、

图书馆、公共博物馆及私人博物馆、当地文物资源、艺术家工作室和艺

术作坊等。 

而教师也应该特别注重广泛利用校内的各种课程资源，为教育与教

学服务。如在教育条件，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应该积极开发信息化

课程资源，充分利用网络获得最新的七彩丹霞为核心的教育资源。向学

生们传输表达丹霞地貌之美时，广泛利用音频，纪录片，图片展览，PPT

形式等多个渠道，引领学生们充分了解到丹霞地貌是什么，其魅力之处

在哪。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带学生到实地参观，因为身临其境之美，

要优于其他任何一种形式的转述。如果没有这种条件，教师更应该做到

更丰富形式的给学生。全面多方位地展现七彩丹霞之美。 

4.2 激发学生主动积极参与特色资源材料的收集  

在美术课程设计中，笔者做到创新的一点是，将对学生审美情趣的

教育延伸到课堂之外，即是我们不只在课堂中向学生们讲述美是怎么样

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去感受美？而是积极鼓励学生们自主积极地去探索

和发现生活周边的美。采取走出去的形式，例如鼓励学生，利用假期的

时间，或利用走亲访友的机会，去收集一些关于丹霞美景的图片，让学

生增长见识，深入群众，了解实际，着重了解百姓的人文景观、人文素

养、人文环境，这是学生接触家乡的过程，也是进行爱家乡教育的最佳

时机。 

4.3 开办七彩丹霞绘画展对审美情趣的再提升 

在充分和同学生讲解七彩丹霞的文化，展示七彩丹霞艺术审美价值，

使学生能够在老师的引导下领悟到具有的形态美，色彩美后，最终还让

学生走出课堂，实际考察去了解七彩丹霞文化，提升学生对当地人文风

俗的了解层度。我们更主要的是使学生学有所得，而开办以七彩丹霞为

主题的画展就是最好的一种方式。鼓励学生以自己的视角，理解来表现

美，创造美。成品出现时，老师更应该给予学生正面积极的鼓励。让他

们明白艺术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并且真真正正的感受到生活融入到生

活，获得美的体验，形成自然真实的审美情趣。 

5 总结 

七彩丹霞资源在中小学美术课程中的应用研究中，笔者始终相信，

向学生介绍七彩丹霞自然风光的同时，再激发他们自主积极的探索身边

的特色资源材料的收集，再到将七彩丹霞融入到自己的美术画作中，使

其感受到其艺术来源于生活，让学生为本地有秀美的自然景色而感到自

豪。引导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大自然、珍惜美好的环境，陶冶健康的审

美情趣，提高审美能力。唤起学生表现故乡美景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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