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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中国美术史》
课程

代码
2411320902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

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2学期 学分 2 课程负责人 王琛

总学时 32
理论

学时
32 实践学时 0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专业导论

后续课程：外国美术史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

A

参考教材

《中国美术史》编写组编，《中国美术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高等教育，2019 年 8 月第 1版

B

主要参考

书籍

1] 李福顺编著《中国美术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1 月第 2版.

[2] 赵力，贺西林编著《中国美术史》，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年 2

月第 1版.

[3] 李豫闽编著《中国美术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7 月第 1

版.

[4]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着《中国美术简史》，中国青年出

版社，2010 年 6 月第 2版

C

线上学习

资源

1.本课程已经建立超星平台网络课程，同学们依据学校提供的帐号与密码

登录课程网站，可查看教学大纲、授课计划、考核方法、课程 PPT、教学视

频、电子教材、音频、阅读资料、仿真软件、网络文献链接网址等教学资

源。

2.中国大学 MOOC 平台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知晓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和内在逻辑。学习中国

美术的文化内涵、基础理论和艺术精神，懂得中国美术各个时期代表性美

术思潮、美术流派、美术风格、艺术家及美术作品的内涵与外延，具备一

定的具备一定的作品分析和欣赏能力，提升人文艺术素养和美术鉴赏水平。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将中外美术史进行横向比较研究，讲述中国文化艺术对世界传

播的影响，将课程思政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融入专业教育，达到开拓学生

视野、树立文化自信的教学目标，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艺术的自豪感。（支

撑毕业要求 1.1）

课程目标 2：学习中国美术的发展脉络与基础知识，懂得各个时期代表性美

术思潮、美术流派、美术风格、艺术家及美术作品，具备一定的美术欣赏

和作品分析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3.1）

课程目标 3：能够通过对中国美术史中典型作品的欣赏与分析，懂得美术史

的育人价值和审美教育作用。（支撑毕业要求 3.3）

课程目标 4：学生在学习美术史中思考的积极性，促进中国美术史教学改革

与发展，使中国美术史充分发挥其在美术教育中的作用。（支撑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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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1.1 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结合美术教育融入课程思政，挖掘美术

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师德规范（1）

课程目标 2

【3.1 专业基础知识】掌握美术学科的

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基本技能、艺术

语言、知识体系和发展趋势，理解美术

学科体系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具备美术

学科基本的专业素养和技能。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 3

【3.3 跨学科学习和应用能力】具备跨

学科意识和大美育观，领会美术学科与

其他学科以及社会实践的内在联系，运

用美术知识美化生活，具备跨学科视

野。

学科素养（1）

课程目标 4

【7.1 发展规划意识】具有专业发展意

识，理解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的意义；

了解国内外美术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动

态，能够适应并紧跟时代和教育发展需

求，进行有效学习和职业发展规划，养

成终身学习习惯。

学会反思（7）

F

理论学习内

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理论学

时分配

第一部分 课程导论

知道层次：知道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定位以及课程总纲和

进度安排

领会层次：领会中国美术史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支撑课程

目标 4
2

第二部分 史前及先秦美术

知道层次：了解史前及先秦美术的起源与发展

领会层次：掌握史前彩陶和先秦青铜器的发展和功用

分析层次：分析史前彩陶和先秦青铜器的艺术特色

综合层次：把握早期美术的阶段性特点

支撑课程

目标

1.2.3.4
2

第三部分 秦汉美术

知道层次：了解秦汉美术的发展概况和时代特点

领会层次：掌握秦汉绘画、书法、雕塑的功能作用与

艺术特点。

支撑课程

目标

1.2.3.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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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层次：分析秦汉画像石、画像砖的艺术特色

综合层次：把握古希腊、罗马美术对西方的后世影响

第四部分 魏晋南北朝美术

知道层次：了解魏晋南北朝美术的发展情况与时代特征

领会层次：掌握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画艺术和石窟寺院

艺术的艺术特色

综合层次：把握佛教的传播发展对美术的影响

支撑课程

目标

1.2.3.4

4

第五部分 隋唐五代美术

知道层次：了解隋唐五代美术的整体发展和历史格局

领会层次：掌握隋唐五代时期绘画艺术和石窟艺术的

艺术成就与艺术特色

综合层次：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世俗化进程对佛

教美术的深远影响

支撑课程

目标

1.2.3.4

6

第六部分 宋元美术

知道层次：了解宋元美术的发展进程和时代特点

领会层次：掌握宋元绘画尤其是文人画的艺术成就；

宋元陶瓷及主要名窑的艺术特色。

综合层次：宋元文人画的历史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

支撑课程

目标

1.2.3.4

4

第七部分 明清美术

知道层次：了解明清美术的整体发展及历史格局

领会层次：掌握明清时期书画艺术和工艺美术的发展

和特点，以及各个艺术风格、艺术流派的

艺术格局和艺术特色。

支撑课程

目标

1.2.3.4

4

第八部分 近现代美术

知道层次：了解“西学东渐”对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影响

领会层次：掌握“西学东渐”思潮下中国美术的发展

嬗变、艺术格局和艺术特点。

综合层次：近现代美术与当下美术创作的内在关联

支撑课程

目标 1.4
4

合计 32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及

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 理论课全部采用多媒体教学，应用自编或改编的多媒体课件，改善理

论课的枯燥和沉闷，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加强授课效果。

2.开通网络课堂，达到与学生及时沟通、交流的目的。同时重视师生互动

与小组活动，将课堂教学变为师生共同活动的过程。

3.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口头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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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教学条件

要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要求等）

1.多媒体教室。

2.可用的互联网，便于开展网络互动活动。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作业

评分

占比

（%）

课堂

表现

评分

占比

（%）

期中

考试

评分

占比

（%）

小组

活动

评分

占比

（%）

期末

考试

评分

占比

（%）

课程目标

1（20%）

将中外美术史进行横向比较研

究，讲述中国文化艺术对世界

传播的影响，将课程思政以润

物细无声的形式融入专业教

育，达到开拓学生视野、树立

文化自信的教学目标，培养学

生对中华文化艺术的自豪感。

8
12

-

课程目标

2（50%）

理解中国美术的发展脉络与基

础知识，掌握各个时期代表性

美术思潮、美术流派、美术风

格、艺术家及美术作品，具备

一定的美术欣赏和作品分析能

力。

20 30 -

课程目标

3（20%）

能够通过对中国美术史中典型

作品的欣赏与分析，理解美术

史的育人价值和审美教育作

用。

8 12 -

课程目标

4（10%）

学生在学习美术史中思考的积

极性，促进中国美术史教学

改革与发展，使中国美术史充

分发挥其在美术教育中的作

用。

4 6 -

总分 40 60 0.65

考核方式 配分 评分说明

平时作业 40分 按课堂表现、平时作业、课堂讨论等

期末考试 60分 按试卷评分标准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建议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并通过网络、图书馆自主查阅课程

中涉及的学习资源，独立规划自己的课程学习计划，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

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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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性学习。鼓励学生针对课程教学内容，尝试理论课结合专题报告的

教学方式，开展相关专题讲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了解国内外最新美

术史知识，开阔学生的视野。

M

评分量表
《中国美术史》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4 年 7 月 15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15 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4 年 7 月 15 日

审批意见：大纲设计合理，同意使用。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4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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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将中外

美术史进行横向比

较研究，讲述中国文

化艺术对世界传播

的影响，将课程思政

以润物细无声的形

式融入专业教育，达

到开拓学生视野、树

立文化自信的教学

目标，培养学生对中

华文化艺术的自豪

感。

对中外美术史进行

横向比较研究，讲述

中国文化艺术对世

界传播的影响，达到

开拓视野、树立文化

自信，对中华文化艺

术的自豪感的感受

很好。

对中外美术史进行横

向比较研究，讲述中

国文化艺术对世界传

播的影响，达到开拓

视野、树立文化自信，

对中华文化艺术的自

豪感的感受较好。

对中外美术史进行

横向比较研究，讲述

中国文化艺术对世

界传播的影响，达到

开拓视野、树立文化

自信，对中华文化艺

术的自豪感的感受

一般。

对中外美术史进行横

向比较研究，讲述中

国文化艺术对世界传

播的影响，达到开拓

视野、树立文化自信，

对中华文化艺术的自

豪感的感受较弱。

对中外美术史进行横

向比较研究，讲述中

国文化艺术对世界传

播的影响，达到开拓

视野、树立文化自信，

对中华文化艺术的自

豪感的感受较差

课程目标 2：学习中

国美术的发展脉络

与基础知识，懂得各

个时期代表性美术

思潮、美术流派、美

术风格、艺术家及美

术作品，具备一定的

美术欣赏和作品分

析能力。

能够很好的理

解中国美术的发展

脉络与基础知识，系

统掌握各个时期代

表性美术思潮、美术

流派、美术风格、艺

术家及美术作品，具

备一定的美术欣赏

和作品分析能力。

能够较好的理解

中国美术的发展脉络

与基础知识，较为系

统掌握各个时期代表

性美术思潮、美术流

派、美术风格、艺术

家及美术作品，具备

一定的美术欣赏和作

品分析能力。

能够一般的理

解中国美术的发展

脉络与基础知识，基

本掌握各个时期代

表性美术思潮、美术

流派、美术风格、艺

术家及美术作品，具

备一定的美术欣赏

和作品分析能力。

对中国美术的发

展脉络与基础知识理

解不够，掌握各个时

期代表性美术思潮、

美术流派、美术风格、

艺术家及美术作品较

少，具备初步的美术

欣赏和作品分析能

力。

对中国美术的发

展脉络与基础知识理

解存在较大错误，掌

握各个时期代表性美

术思潮、美术流派、

美术风格、艺术家及

美术作品极少，不具

备初步的美术欣赏和

作品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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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能够通

过对中国美术史中

典型作品的欣赏与

分析，懂得美术史的

育人价值和审美教

育作用。

能够通过对中

国美术史中典型作

品的欣赏与分析，很

好的理解美术史的

育人价值和审美教

育作用，分析其审美

教育作用。

能够通过对中国

美术史中典型作品的

欣赏与分析，较好的

理解美术史的育人价

值和审美教育作用，

分析其审美教育作

用。

能够通过对中

国美术史中典型作

品的欣赏与分析，一

般的理解美术史的

育人价值和审美教

育作用，分析其审美

教育作用。

通过对中国美术

史中典型作品的欣赏

与分析，对美术史的

育人价值和审美教育

作用理解不够，分析

有所偏颇。

通过对中国美术

史中典型作品的欣赏

与分析，美术史的育

人价值和审美教育作

用不能理解或理解有

较多误，分析偏颇。

课程目标 4：学生在

学习美术史中思考

的积极性，促进中国

美术史教学改革与

发展，使中国美术史

充分发挥其在美术

教育中的作用。

学生在学习美

术史中思考的积极

性高，促进中国美术

史教学 改革与发

展，使中国美术史很

好第发挥其在美术

教育中的作用。

学生在学习美术

史中思考的积极性，

促进中国美术史教学

改革与发展，使中国

美术史较好地发挥其

在美术教育中的作

用。

学生在学习美

术史中思考的积极

性一般，中国美术史

发挥其在美术教育

中的作用一般。

学生在学习美术

史中思考的积极性较

弱，中国美术史发挥

其在美术教育中的作

用一般。

学生在学习美术

史中思考的积极性不

足，中国美术史发挥

其在美术教育中的作

用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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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艺术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艺术概论》
课程

代码
2411320904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

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4学期 学分 2 课程负责人 李建辉

总学时 32
理论

学时
32 实践学时 0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

后续课程：《美术教学论》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

A

参考教材
彭吉象.艺术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B

主要参考

书籍

[1] 王宏建.《艺术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年 10 月第 1版.

[2] 杨先艺.《艺术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 4 月第 1版.

C

线上学习

资源

超星平台《艺术学概论》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是美术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主要以美术为代表的艺术为研究对

象，旨在培养学生对艺术原理、规律特征、内涵本质的认知与理解能力。

通过对艺术基本理论以及各个艺术门类的规律特点的系统性学习，理解艺

术的育人价值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形成较为系统的艺术理论知识体系，

为美术创作提供基础支撑，为美术教学提供必要的专业素养和艺术修养。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解释马克思主义艺术观念，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

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文

化自信。（支撑毕业要求 1.1）

课程目标 2：运用艺术的基本原理、本质特征和基本理论，尤其是中外艺术

理论、艺术发展史知识，阐释艺术的审美内涵、知识体系和发展趋势，归

纳艺术学科体系的基本思想与方法，形成科学的大艺术观。（支撑毕业要

求 3.1）

课程目标 3：归纳艺术与美术、艺术与历史、哲学、宗教、科学、设计等其

他学科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内在联系，形成跨学科意识和大美育观。（支撑

毕业要求 3.3）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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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1.1 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政治

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结合美术教育

融入课程思政，挖掘美术课程中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育元素。

师德规范（1）

课程目标 2

【3.1 专业基础知识】掌握美术学科的基本

理论、基本原理、艺术语言、知识体系和发

展趋势，理解美术学科体系的基本思想与方

法、系统掌握中外美术理论、美术发展史知

识。了解本学科在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地

位，形成科学的美术学学科观。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 3

【3.3 跨学科学习和应用能力】具有跨学科

意识和大美育观，能整合相关学科知识，完

善知识结构，了解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以及

社会实践的内在联系，具有运用美术知识美

化生活、综合运用跨学科知识分析和解决美

术教学问题的能力。

学科素养（3）

F

理论学习

内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理论学

时分配

1．第一部分 课程导论

知道层次：知道艺术概论的性质定位以及课程总纲和进

度安排

领会层次：领会艺术概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综合层次：理解艺术概论与美术史、美术创作，以及美

术学科教学的内在关联

支撑课程

目标 1、2
2

第二部分 艺术总论

知道层次：了解艺术的本质与特征、功能与美育

领会层次：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尤其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坚定理想信

念、增强文化自信。

综合层次：把握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本质内涵，及

艺术与哲学、宗教、道德、科学的关系

支撑课程

目标 1、2
8

第三部分 艺术门类

知道层次：了解艺术门类的划分及主要艺术门类

领会层次：理解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情艺术、综合

艺术、语言艺术的主要种类及审美特征

分析层次：分析实用艺术、造型艺术、表情艺术、综合

艺术、语言艺术的经典作品

支撑课程

目标 1、2
12

第四部分 艺术系统

知道层次：了解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

领会层次：理解艺术生产全过程三个环节（艺术创作、

艺术作品、艺术鉴赏）各自的规律特点

综合层次：把握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鉴赏三者之

间的相互联系和辩证关系

评价层次：基于艺术接受理论的观照视角，对艺术创作、

艺术作品、艺术现象进行评价

支撑课程

目标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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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2

G

实验（实训）

内容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合计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理论课全部采用多媒体教学，应用自编或改编的多媒体课件，改善理论

课的枯燥和沉闷，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加强授课效果。

2.开通网络课堂，达到与学生及时沟通、交流的目的。同时重视师生互动

与小组活动，将课堂教学变为师生共同活动的过程。

3.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

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口头训练)

J

教学条件

要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要求等）

1.多媒体教室。

2.可用的互联网，便于开展网络互动活动。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作业

评分

占比

（%）

课堂

表现

评分

占比

（%）

期中

考试

评分

占比

（%）

小组

活动

评分

占比

（%）

期末

考试

评分

占比

（%）

课程目标

1（20%）

解释马克思主义艺术观念，阐

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

论，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坚定

理想信念、增强文化自信。

8 12 -

课程目标

2（40%）

运用艺术的基本原理、本质特

征和基本理论，尤其是中外艺

术理论、艺术发展史知识，阐

16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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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艺术的审美内涵、知识体系

和发展趋势，归纳艺术学科体

系的基本思想与方法，形成科

学的大艺术观。

课程目标

3（40%）

归纳艺术与美术、艺术与历史、

哲学、宗教、科学、设计等其

他学科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内在

联系，形成跨学科意识和大美

育观。

16 24

总分 40 60 0.7

考核方式 配分 评分说明

课堂表现 40 课堂讨论、作业、提问等

期末考试 60 按评分标准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建议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并通过网络、图书馆自主查阅课程

中涉及的学习资源，独立规划自己的课程学习计划，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

能动性。

2.研究性学习。鼓励学生针对课程教学内容，尝试理论课结合专题报告的

教学方式，开展相关的专题讲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了解国内外最新

艺术知识，开阔学生的视野。

M

评分量表
《艺术概论》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批意见：大纲符合培养要求，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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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艺术概论》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

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

解释马克思主

义艺术观念，阐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艺理论，尤其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艺理论，

坚定理想信念、增强

文化自信。

能够准确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艺术观

念，阐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艺理论，尤

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

理论，坚定理想信念，

弘扬传统文化。

能够较为准确的

解释马克思主义艺术

观念，阐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艺理论，尤其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

论，坚定理想信念，弘

扬传统文化。

能够一般解释马

克思主义艺术观念，阐

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艺理论，尤其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艺理论，具有

较为坚定的理想信念，

能够弘扬传统文化。

能够基本解释马克

思主义艺术观念，基本

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艺理论，尤其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艺理论，理想信

念较为坚定，能够弘扬

传统文化。

对马克思主义艺

术观念理解不够，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艺理论，尤其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艺理论阐述

不深，理想信念较为

淡薄。

课程目标 2.

运用艺术的基

本原理、本质特征和

基本理论，尤其是中

外艺术理论、艺术发

展史知识，阐释艺术

的审美内涵、知识体

系和发展趋势，归纳

艺术学科体系的基

本思想与方法，形成

科学的大艺术观。

能够清晰的运用

艺术的基本原理、本

质特征和基础理论，

很好的掌握各个艺术

门类内涵与审美特

征，很好的阐释艺术

生产理论并理解艺术

生产的本质内涵，具

备一定的艺术分析和

鉴赏水平。

能够较清晰的运

用艺术的基本原理、本

质特征和基础理论，较

好的掌握各个艺术门

类内涵与审美特征，较

好的阐释艺术生产理

论并理解艺术生产的

本质内涵，具备一定的

艺术分析和鉴赏水平。

能够一般的运用

艺术的基本原理、本质

特征和基础理论，一般

的掌握各个艺术门类

内涵与审美特征，一般

的阐释艺术生产理论

并理解艺术生产的本

质内涵，具备初步的艺

术分析和鉴赏水平。

基本运用艺术的基

本原理、本质特征和基

础理论，掌握各个艺术

门类内涵与审美特征较

少，对艺术生产理论和

艺术生产的本质内涵阐

释不够到位，具备初步

的艺术分析和鉴赏水

平。

对艺术的基本原

理、本质特征和基础

理论运用了解，掌握

各个艺术门类内涵与

审美特征极少，对艺

术生产理论和艺术生

产的本质内涵不够到

位，艺术分析和鉴赏

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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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归纳艺术与美

术、艺术与历史、哲

学、宗教、科学、设

计等其他学科知识

和社会实践的内在

联系，形成跨学科意

识和大美育观。

很好的归纳艺术

与美术、艺术与历史、

哲学、宗教、科学、

设计等其他学科知识

的内在联系，具有较

强的跨学科意识和大

美育观。

较好的归纳艺术

与美术、艺术与历史、

哲学、宗教、科学、设

计等其他学科知识的

内在联系，具有较强的

跨学科意识和大美育

观。

一般的归纳艺术

与美术、艺术与历史、

哲学、宗教、科学、设

计等其他学科知识的

内在联系，具有一定的

跨学科意识和大美育

观。

对艺术与美术、艺

术与历史、哲学、宗教、

科学、设计等其他学科

知识的内在联系归纳不

够，具有基本的跨学科

意识和大美育观。

基本不能归纳艺

术与美术、艺术与历

史、哲学、宗教、科

学、设计等其他学科

知识的内在联系，跨

学科意识和大美育观

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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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表现素描》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表现素描》
课程

代码
2412320926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

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2学期 学分 2 课程负责人 邓维明

总学时 48
理论学

时
12 实践学时 32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基础素描

后续课程：国画基础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

A

参考教材

B

主要参考

书籍

《表现性素描》李建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新表现素描》何伟著，上海大学出版社

《素描构成表现》马兵林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C

线上学习

资源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表现素描区别于一般的基础素描，基础素描注重写实和客观，而表现

性素描侧重艺术思维，是作者个性化的表现，是个体对客观物象的内心体

验和艺术思维活动的结果，表现素描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绘画表现的创造意

识、个性意识和想象能力，重点是个体的本质认识与表达，以培养创造力

和艺术思维训练作为学习手段，使学生逐步掌握表现性素描的基本原理、

材料应用、造型特点以及表现形式。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掌握素描（结构与明暗）的学习方法、表现方法及其表现特点，

整体的理解物体内部构造与外部特征以及素描的造型规律；（支撑毕业要

求 3.1）

课程目标 2：通过对素描（结构与明暗）技法的学习，能够针对初中学生身

心发展规律特点和学科认知特点进行素描课程的教学设计和实施，具备美

术教学的基本技能。（支撑毕业要求 4.1）

课程目标 3：通过课程学习，能够用艺术的形式表现人文关怀，赞同美术学

科具有育人价值、审美教育和陶冶情操的作用。能够用艺术的方式对学生

进行系统教育和积极引导，实现综合育人教育目的。（支撑毕业要求 6.1）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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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3.1专业基础知识】掌握美术学科的基本

理论、基本原理、基本技能、艺术语言、知

识体系和发展趋势，理解美术学科体系的基

本思想和方法。具备美术学科基本的专业素

养和技能。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 2

【4.1 美术教学能力】熟悉《义务教育美术

课程标准》，掌握初中美术课程教学方法，

能够依据课程标准，针对初中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特点和美术学科认知特点，善于美术学

科教学设计，具备美术教育教学基本技能。

教学能力（4）

课程目标 3

【6.1 综合育人意识】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

和养成教育规律，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健

康成长。熟悉学校文化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

涵和方法，理解美术学科育人价值、审美教

育和陶冶情操作用。

综合育人（6）

F

理论学习

内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理论学

时分配

第一章 课程导论

知道层次：说出基础素描和表现素描的联系和区别。

领会层次：叙述表现素描的特点，注重内在的个体情感

体验与表达作为真正的目的的理解。

应用层次：从作者个体主观感受出发，通过创意思维和

想象力注入艺术创造性、融入个性化的表现从而形成自

己的素描表现艺术语言。

支撑课程

目标 1、3
4

第二章 表现素描的训练

知道层次：说出表现素描的材料和媒介在实际实践中的

作用。

领会层次：解释画面构成和意图传达的重要意义。

应用层次：从视觉要素的构成出发，把握点线面，形色

体，节律肌理等基本要素，运用构成原理组织和完成画

面。

支撑课程

目标 1、2

4

第三章 表现素描的提升

知道层次：说出表现素描与基础素描在思维转换的认识

转变。

领会层次：归纳表现素描的表现语言，进一步认识主观

创造和想象力在表现素描表达上的作用和意义

应用层次：运用表现素面原理的表现手法完成主题性表

现素描，作品应体现个人意识表达，体现较高的艺术性

和审美。

支撑课程

目标 1、2 4

合计 12

G

实验（实训）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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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合计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实训一 构成和形式美法则在表现素描上的实践。

实验目的：通过构成和形式美法则的练习，提高表现素

描的实践能力。

实验任务：理解物体形体结构以及造型规律，认真分析

物体的内部构造与外部特征，以及掌握一点透视和两点

透视的基本原理，从物体的表象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艺术

表达，最后画面应有可视的结构空间效果。

1、2
12

实训二 表现素描主题性实践

实验目的：通过实践练习，注重内在的个体情感体验与

表达，通过创意思维和想象力注入艺术创造性、融入个

性化的表现从而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

实验任务：把握素描艺术的艺术语言和艺术审美高度，

充分挖掘个人表达意识完成主题性实践任务。

1、2
24

合计 36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讲授式教学:教学方法上采用论述讲解、概述讲解和指引讲解有机结合。

帮助学生系统掌握油画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建立系统的油画基础理论体

系。

2.参与式教学:借用图片、视频等素材，开展智慧教学，丰富教学手段、活

跃课堂气氛，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率。

3.探究式教学:在具体的理论教学过程中，倡导学生积极思考，将教师的教

学科研心得和想法，通过课堂讨论等形式，引导学生加强课堂实践，使理

论知识在课堂上能得到有效掌握。

4.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口头训练)

J

教学条件

要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要求等）

1.画室

2.展厅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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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评分

占比

（%）

课堂

表现

评分

占比

（%）

期中

考试

评分

占比

（%）

小组

活动

评分

占比

（%）

期末

考试

评分

占比

（%）

课程目标

1（60%）

构成和形式美法则在表现素描

上的实践 50 -

课程目标

2（30%）
表现素描主题性实践 40 -

课程目标

3（10%）
学习心得 10 -

总分 60 40

考核方式 配分 评分说明

作业 50

安排课堂 1幅课堂训练作业。

平时作业以满分 100 分计算，取平均值计算平时成绩，占

课程得分权重 50%

平时作业主要评判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作

业具体评量标准见课程考试大纲。

实验 10
撰写学习心得 1篇，以满分 100 分计算，占课程得分权重

10%，作业主要评判学生对所学的认识

期中考试

小组活动

期末考试 40

安排 1 幅作业以期末成绩计入总分

满分 100 分，占课程得分权重 40%

期末作业主要评判学生对本门课程所学知识的掌握和应用

能力。作业具体评量标准见课程考试大纲。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建议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并通过网络、图书馆自主查阅课程

中涉及的学习资源，独立规划自己的课程学习计划，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

能动性。

2.研究性学习。鼓励学生针对课程教学内容，开展相关的素描（人物与肖

像）作品欣赏或专题讲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了解国内外最新素描（人

物与肖像）知识，开阔学生的视野。

3.实践动手学习。鼓励学生多角度多方位在生活实践中取材、提炼，提高

对生活中的美的发现和表现。

M

评分量表
《表现素描》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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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4 年 7 月 15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15 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4 年 7 月 15 日

审批意见：大纲符合培养要求， 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4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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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素描》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

掌握素描（结构

与明暗）的学习方

法、表现方法及其表

现特点，整体的理解

物体内部构造与外

部特征以及素描的

造型规律。

能够扎实地掌

握素描（结构与明

暗）的学习方法及表

现方法及其表现特

点，整体的理解物体

内部构造与外部特

征以及素描的造型

规律。

能够掌握素描

（结构与明暗）的学

习方法及表现方法及

其表现特点，整体的

理解物体内部构造与

外部特征以及素描的

造型规律。

能够基本掌握素

描（结构与明暗）的

学习方法及表现方法

及其表现特点，整体

的理解物体内部构造

与外部特征以及素描

的造型规律。

能够基本掌握素

描（结构与明暗）的

学习方法及表现方法

及其表现特点，整体

的理解物体内部构造

与外部特征以及素描

的造型规律。

未能很好掌握素

描（结构与明暗）的

学习方法及表现方法

及其表现特点，整体

的理解物体内部构造

与外部特征以及素描

的造型规律。

课程目标 2.

通过对素描（结

构与明暗）技法的学

习，能够针对初中学

生身心发展规律特

点和学科认知特点

进行素描课程的教

学设计和实施，具备

美术教学的基本技

能。

通过对素描（结

构与明暗）技法的学

习，能够针对初中学

生身心发展规律特

点和学科认知特点

进行素描课程的教

学设计和实施，具备

美术教学的基本技

能。

通过对素描（结

构与明暗）技法的学

习，能够较好的针对

初中学生身心发展规

律特点和学科认知特

点进行素描课程的教

学设计和实施，具备

良好的美术教学的基

本技能。

通过对素描（结

构与明暗）技法的学

习，基本能够针对初

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特点和学科认知特点

进行素描课程的教学

设计和实施，具备基

本的美术教学的基本

技能。

通过对素描（人

物与肖像）技法的学

习，尚能够针对初中

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特

点和学科认知特点进

行素描课程的教学设

计和实施，尚具备美

术教学的基本技能。

通过对素描（人

物与肖像）技法的学

习，不能够针对初中

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特

点和学科认知特点进

行素描课程的教学设

计和实施，不具备美

术教学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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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通过课程学习，

能够用艺术的形式

表现人文关怀，赞同

美术学科具有育人

价值、审美教育和陶

冶情操的作用。实现

综合育人教育目的。

能够运用艺术

的形式表现人文关

怀，赞同美术学科具

有育人价值、审美教

育和陶冶情操的作

用。能够实现综合育

人教育目的。

较好的运用艺术

的形式表现人文关

怀，赞同美术学科具

有育人价值、审美教

育和陶冶情操的作

用。较好地实现综合

育人教育目的。

良好的运用艺术

的形式表现人文关

怀，赞同美术学科具

有育人价值、审美教

育和陶冶情操的作

用。良好地实现综合

育人教育目的。

尚能运用艺术的

形式表现人文关怀，

尚能赞同美术学科具

有育人价值、审美教

育和陶冶情操的作

用。尚能实现综合育

人教育目的。

不能运用艺术的

形式表现人文关怀，

不赞同美术学科具有

育人价值、审美教育

和陶冶情操的作用。

不能实现综合育人教

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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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篆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篆刻
课程

代码
2412310909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2学期 学分 2 课程负责人 邓维明

总学时 48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32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教师书写技能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

A

参考教材

吴颐人，《篆刻五十讲》（增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邓散木，《篆刻学》，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 年。

B

主要参考

书籍

[1] 韩天衡：《篆刻三百品》，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9 年版

[2] 李刚田：《中国篆刻技法全书》，河南美术出版社 2009 年版

[3] 各类工具书和印谱：如《篆刻字典》《十钟山房印举》《汉印集萃》《小

石山房印谱》《学山堂印存》《说文解字》《飞鸿堂印谱初集》《汉印精品

赏析》

C

线上学习

资源

本课程已经初步建立超星平台网络课程，同学们依据学校提供的帐号与

密码登录课程网站，可查看教学大纲、教学日历、考核方法、课程 PPT、教

学视频、阅读资料、网络文献链接网址等教学资源。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本课程通过案例分析、相关器材熟悉、实操等方式，旨在引领学

生比较系统地了解篆刻学的相关知识，理解篆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掌握篆刻技能并能运用于实际创作。提高学生的篆刻技能和人文素养,提升

对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经典的认识，提升民族文化自信。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1：大学一年级学生通过较系统学习篆刻学基本理论、基本原理、

基本技能、艺术语言等基本知识和基础技能，能够完整独立地创作篆刻作品；

（支撑毕业要求 3.1）

课程目标 2：能够总结篆刻基本创作规律，能够基本描述篆刻的审美鉴赏方

法，能够设计完整方案，并进行全过程现场操作，具备篆刻基础教学示范能

力，并基本具备在今后中学教学中这一技能的教学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4.1）

课程目标 3：能够描述篆刻这门传统艺术表现形式的基本概念及其特点。参

与篆刻主题的展示活动，参与社团活动和艺术活动，增强文化自信和情感认

同，归纳用艺术的方式进行思政教育和积极引导的方法。（支撑毕业要求

6.2）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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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3.1 专业基础知识】掌握美术学科的

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基本技能、艺术

语言、知识体系和发展趋势，理解美术

学科体系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具备美术

学科基本的专业素养和技能。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 2

【4.1 美术教学能力】熟悉《义务教育

艺术课程标准》，掌握初中美术课程教

学方法，能够依据课程标准，针对初中

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特点和美术学科认知

特点，善于美术学科教学设计，具备美

术教育教学基本技能。

教学能力（4）

课程目标 3

【6.2 综合育人本领】掌握美术学及相

关学科的育人知识、内容与方法，能够

有效结合美术课程思政、德育课程、主

题教育、社团活动和艺术活动等方式对

学生进行系统教育和积极引导，实现综

合育人教育目的。

综合育人（6）

F

理论学习

内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学时分

配

第一章 篆刻概述

知道层次：描述篆刻的历史与现状

领会层次：解释篆刻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分析层次：分析篆刻美学的性质

评价层次：判断篆刻美学学科的人文品格

支撑课程目

标 2、3
4

第二章 技法论

认识层次：实践传习篆刻美学经典。从篆刻美形式

的探讨渐入内涵。

领会层次：解读形式、内容，自然与主观统一论等

方法与思路 。

分析层次：分析形式与内容和刀笔与道的升华

评价层次：判断现代语境中篆刻美的本质与建构

支撑课程目

标 2、3
8

第三章 审美论

知道层次：描述篆刻美学史上对形式美感问题的探

讨

领会层次：解读美的观念、形式美感的文化心理基

础

分析层次：比较篆刻美感与自然文化的联系与区别

评价层次：表达篆刻美感的过程与特征

支撑课程目

标 2、3 4

合计 16

G

实验（实训）

内容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学时分配

实验一 ：汉印临摹

实验目的：了解印章发展史、印章美学、汉印渊源

实验任务：汉印临摹若干

支撑课程目

标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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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汉印风格印章（闲章）临摹

实验目的：由临摹到创作的捷径

实验任务：临摹印章若干

支撑课程目

标 1
4

实验三：印章设计

实验目的：学习印章创作的重要过程

实验任务：印章设计若干

支撑课程目

标 1
4

实验四：肖形章临摹或创作

实验目的：学习印章中比较自由和轻松的肖形章

实验任务：临摹若干

支撑课程目

标 1
4

实验五：名章设计和制作

实验目的：创作属于自己的名章

实验任务：完成自己不同的名章若干枚

支撑课程目

标 1
8

实验六：闲章设计和制作

实验目的：全过程的印章设计制作过程

实验任务：完成闲章制作若干

支撑课程目

标 1
8

合计 32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时长

分配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启发式教学：对课程中涉及的重要知识点、难点进行讲解，并提出问题，

让学生参与思考，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演示性教学：与学生分享教学 PPT，开展签到、讨论等教学活动扩大学生

的知识面，提高学习效率。配合示范教学让学生掌握技能要领。

3.探究式教学：在具体的理论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案例分

析、课堂练习等形式，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

4.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如口头训练等)

J

教学条件

需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需求等）

1.多媒体设备。

2.篆刻所需要的篆刻刀台、印石印泥等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作业评

分占比

（%）

期中考

试评分

占比

（%）

课堂

表现

评分

占比

（%）

期末

考试

评分

占比

（%）

课程目标

1（50%）

篆刻理论和技能的学习、基本

技能、艺术语言掌握情况。
40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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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30%）

包括书法篆刻在内的传统文化

相关知识、基本印稿制作技法

和创作原理。

20 -

课程目标

3（20%）

篆刻这门传统艺术表现形式的

基本概念及其特点。在实际学

习中的个人提升情况和学习总

结，及在今后学习实践中的运

用。

10 -

总分 70 30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提问、讨论、练习等环节，树

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2.研究性学习。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使学生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对自己的学习进行反思，并获得终

身学习的理念。

3.培养性学习。在课堂和课堂外对学生进行创作性培养，鼓励学生发挥主观

能动性进行个人创作。

M

评分量表
篆刻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5 年 2 月 15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5 年 2 月 15 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5 年 2 月 15 日

审批意见：大纲符合培养要求，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5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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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

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系统扎实

地掌握篆刻学基本理

论、基本原理、基本技

能、艺术语言，运用规

律完整独立地创作篆

刻作品。

能够系统扎实地掌握

篆刻学基本理论，基本

原理、基本技能、艺术

语言，并能够很好地运

用于篆刻实践中。

能够较好地掌握篆刻

学基本理论，基本原

理、基本技能、艺术语

言，并能够较好地运用

于篆刻实践中。

能够掌握篆刻学基

本理论，基本原理、

基本技能、艺术语

言，并运用于篆刻实

践中。

基本掌握篆刻学基本

理论，基本原理、基

本技能、艺术语言，

并基本能运用于篆刻

实践中。

未掌握篆刻学基本理

论，基本原理、基本

技能、艺术语言，未

能运用于篆刻实践

中。

课程目标 2：掌握篆刻

基本创作规律，具备一

定的审美鉴赏能力，并

基本具备在今后中学

教学中这一技能的教

学能力。

能够很好地了解包括

书法篆刻在内的传统

文化相关知识，很好地

理解篆刻美学课程的

创作性质，很好地掌握

相关篆刻创作所需的

理论知识，并运用于基

本印稿设计制作。

能够较好地了解包括

书法篆刻在内的传统

文化相关知识，较好地

理解篆刻美学课程的

创作性质，较好地掌握

相关篆刻创作所需的

理论知识，并运用于基

本印稿设计制作。

能够了解包括书法

篆刻在内的传统文

化相关知识，理解篆

刻美学课程的创作

性质，掌握相关篆刻

创作所需的理论知

识，并运用于基本印

稿设计制作。

基本了解包括书法篆

刻在内的传统文化相

关知识，基本理解篆

刻美学课程的创作性

质，基本掌握相关篆

刻创作所需的理论知

识，并运用于基本印

稿设计制作。

未了解包括书法篆刻

在内的传统文化相关

知识、未能理解篆刻

美学课程的创作性

质，未能掌握相关篆

刻创作所需的理论知

识，尚未学会运用于

基本印稿设计制作。

课程目标 3：了解篆刻

这门传统艺术表现形

式的基本概念及其特

点。增强文化自信和情

感认同，学习用艺术的

方式进行系统教育和

积极引导的能力。

通过学习心得的撰写，

能很好地了解篆刻的

基本概念，对文化自信

和情感认同理解深刻，

个人表达能力和学习

积极性都有很好提升。

通过学习心得的撰写，

能较好地了解篆刻的

基本概念，对文化自信

和情感认同理解较深

刻，个人表达能力和学

习积极性都有较好提

升。

通过学习心得的撰

写，能了解篆刻的基

本概念，理解文化自

信和情感认同个人

表达能力和学习积

极性都有所提升。

通过学习心得的撰

写，基本能了解篆刻

的基本概念，基本理

解文化自信和情感认

同个人表达能力和学

习积极性都有提升。

通过学习心得的撰

写，未能了解篆刻的

基本概念，对文化自

信和情感认同理解缺

乏认识，个人表达能

力和学习积极性都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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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水彩》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水彩》
课程

代码
2412320910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

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2学期 学分 2 课程负责人 郭婷

总学时 48
理论

学时
16 实践学时 32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素描》《构成基础》

后续课程：《丙烯绘画》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

A

参考教材
《水彩画》周刚，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9 月（1）

B

主要参考

书籍

1.《阿部智幸的风景水彩课》阿部智幸（日），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1.07

2.《水彩的极致表达》罗兰.帕尔马埃尔(比利时)，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20.04

3.《查尔斯.雷德水彩大师课：画面协调的奥秘》查尔斯.雷德（美），上

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20.8

4.《水彩人物画》柳毅，化学工业出版社，2014.06

5.《500 年大师经典水彩画》杨建飞，中国书店出版社，2016.11

C

线上学习

资源

1.本课程已经建立超星平台网络课程，同学们依据学校提供的帐号与密码

登录课程网站，可查看教学大纲、授课计划、考核方法、课程 PPT、教学视

频、电子教材、音频、阅读资料、仿真软件、网络文献链接网址等教学资

源。

2.中国慕课大学上相关的水彩课程 https://www.icourse163.org/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是美术学专业重要的基础课之一,旨在培养学生对色彩的分辨能力

和使用色彩造型的能力，培养观察物象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水彩的造型语言

和表现技法。通过掌握客观物体的色彩规律、观察色彩的方法、色彩的变

化与统一、画面色彩的对比与调和，基本把握掌握水彩干、湿技法与特殊

方法。在写生训练中更加意学生整体意识的培养，并在色彩写生中对色彩

造型语言的提炼，概括，为色彩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懂得色彩的理论基础知识及客观物体的色彩规律，掌握水彩写

生的整体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培养观察物象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水彩的造

型语言和表现技法。（支撑毕业要求 3.1 专业基础知识）

课程目标 2：能够理顺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三者关系，学会组织教学活动，

课堂教学活动目标明确清晰，能够与初中学生和谐沟通、情感交融。领会

教学方法的丰富性和有效性。（支撑毕业要求 4.1 美术教学能力）

课程目标 3：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思考如何让中学生逐渐建构自己的认同与

价值观，并形成富有个性的成熟、完整的人格，建立自尊自信的个人信念，

掌握理性平和的情绪管理能力以及塑造积极向上的处事风格。（支撑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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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6.1 综合育人意识）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3.1 专业基础知识】掌握美术学科的基

本理论、基本原理、基本技能、艺术语言、

知识体系和发展趋势，理解美术学科体系

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具备美术学科基本的

专业素养和技能。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 2

【4.1 美术教学能力】熟悉《义务教育艺

术课程标准》，掌握初中美术课程教学方

法，能够依据课程标准，针对初中学生身

心发展规律特点和美术学科认知特点，善

于美术学科教学设计，具备美术教育教学

基本技能。

教学能力（4）

课程目标 3

【6.1 综合育人意识】了解中学生身心发

展和养成教育规律，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

和健康成长。熟悉学校文化和教育活动的

育人内涵和方法，理解美术学科育人价值、

审美教育和陶冶情操作用。

综合育人（6）

F

理论学习

内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理论学

时分配

第一章 水彩画概述与作品欣赏

知道层次：介绍色彩画的概念、光与色、色彩三要素、

色彩的基本分类和学习意义。

领会层次：能用自己的话叙述色彩画的历史、工具材料

及其运用。

应用层次：运用色彩知识，解决对光源色、固有色、环

境色与空间色的认识，提高对色彩的表达能力，掌握水

彩的基本技法与特殊技法。

支撑课程

目标 1、2、
4

第二章 水彩画基础技法

知道层次：列举静物（蔬果、器皿、花卉及衬布类）

的典型案例。

领会层次：叙述不同静物的观察方法，及水彩画干、湿

技法与特殊方法。

应用层次：运用水彩静物的构图、均衡、水分、色调、

主次、质感、量感、空间、情趣、节奏等，完成水彩静

物的写生。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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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彩画的作画步骤与技巧

知道层次：列举风景（云、天空、树木、山石、路与水、

建筑与人物）的典型案例。

领会层次：说明景物线条和视觉的均衡，风景写生对景

物的取舍与移位的一般规律。

应用层次：运用色彩的空间透视原理，将自然光与色变

化的规律（时间、气候、环境）以及风景画构图法则、

融入到风景写生技法中，完成水彩风景画的创作。阐述

美术教师在立德树人上的工作意义，具有人文底蕴和科

学精神，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念，能够对美术教育理论与

实践产生研究兴趣，感受祖国山河的壮丽与秀美，热爱

大自然、热爱美、热爱祖国的情怀。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4

第四章 水彩画静物写生与创作

知道层次：经过前面阶段的学习，学生已经掌握基础的

水彩画技法，进而进入创作部分的训练与学习，将自己

的思考与观念融进绘画创作之中。

领会层次：明白绘画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建立一种创作

意识，为后期高年级的课程打下创作基础。

应用层次：绘画是一种语言，学生需要学会将意识与观

念付诸绘画的语言进行表达与表现，此次的创作训练部

分目的即是如此。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2

第五章 水彩画风景写生与创作

知道层次：经过静物的练习学生已经掌握水彩塑造的基

本技法，能够更自由的对其他物象进行语言塑造。

领会层次：明白艺术来源于生活，对于风景的写生能够

更自主的进行取舍。

应用层次：学生能够在写生中加入自己对生活的理解，

在作品中注入自己的认识，使写生融入情感。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2

第六章 水彩画主题创作

知道层次：经过前期的水彩绘画的基础训练，学生已经

掌握并能够基本运用控制好水彩画的基础技法，因此此

时进行主题创作也是对前期学习的知识的总结与探索。

领会层次：明白创作应该在技术层面更深入至内心，不

仅是视觉的表现，更是内心感受的视觉物化。

应用层次：能够将前期的学习与思想情感结合，绘画出

能够承载个人思想的画面。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2

合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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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实训一 水彩画色彩基础训练（必做）

实验目的：通过水彩画色彩基础写生练习，掌握水彩的基本技法

与特殊技法。

实验任务：通过水彩画的基本技法和特殊技法的练习，可以自如

地运用水彩表现手法去创作作品。

支撑课程目标 1

4

实训二水彩静物写生与创作练习（必做）

实验目的：通过不同静物（蔬果、器皿、花卉及衬布类）的典型

案例学习与练习，掌握不同静物的观察方法和水彩干、湿技法与

特殊方法。

实验任务：进行不同静物（蔬果、器皿、花卉及衬布类）的典型

案例绘画练习，把握水彩静物的构图、均衡、水分、色调、主次、

质感、量感、空间、情趣、节奏等，完成水彩静物的写生。

支撑课程目标 1、2

16

实训三水彩风景写生与创作练习（必做）

实验目的：通过风景（云、天空、树木、山石、路与水、建筑与

人物）的典型案例写生教学，掌握色彩的空间透视原理，把握自

然光与色变化的规律（时间、气候、环境）以及风景画构图法则、

掌握风景写生技法，完成水彩风景画的创作。

实验任务：通过水彩风景的写生练习，掌握景物线条和视觉的均

衡，风景写生对景物的取舍与移位的一般规律以及风景画构图法

则、掌握风景写生技法，完成水彩风景画的创作。

领会美术教师在立德树人上的工作意义，具有人文底蕴和科

学精神，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念，能够对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

研究兴趣，引导学生观察大自然的美，感受祖国山河的壮丽与秀

美，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美、热爱祖国的情怀。

支撑课程目标 1、2、3

12

合计 32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教学方法（一）课堂讲授（二）教师师范（三）练习指导纠错

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口头训练)

J

教学条件

要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要求等）

1.画室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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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评分

占比

（%）

实验

评分

占比

（%）

期中

考试

评分

占比

（%）

小组

活动

评分

占比

（%）

期末

考试

评分

占比

（%）

课程目标

1（60%）

水彩临摹与写生（对专业技能

的掌握）
40 20 -

课程目标

2（30%）

学习心得

1. 提高教育教学的理论水平和

实践能力。

2. 领会教学方法。

30 -

课程目标

3（10%）

1、开展水彩画研讨、教育等形

式活动。

2.领会情感、态度、价值观对

美术学科育人的作用

10 -

总分 50 50

考核方式 配分 评分说明

作业 50
本学期共收 4次作业练习，每张 100 分制，平时成绩以作

业+课程活动表现计算。平均分*50%＝平时成绩。

实验

期中考试

小组活动

期末考试 50 安排期末考试，期末成绩占总成绩 50%。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建议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并通过网络、图书馆自主查阅课程

中涉及的学习资源，独立规划自己的课程学习计划，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

能动性。

2.研究性学习。鼓励学生针对课程教学内容，开展相关的速写作品欣赏或

专题讲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了解国内外最新速写知识，开阔学生的

视野。

3.实践动手学习。鼓励学生多角度多方位在生活实践中取材、提炼，提高

对生活中的美的发现和表现。

M

评分量表
《水彩》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31

2024 年 7 月 15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15 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4 年 7 月 15 日

审批意见：大纲设计合理，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4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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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及格（60≦X＜70）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懂得

色彩的理论基础

知识及客观物体

的色彩规律，掌握

水彩写生的整体

观察方法和表现

方法，培养观察物

象的敏锐的洞察

力和水彩的造型

语言和表现技法。

能够扎实地掌握

客观物体的色彩

规律，掌握水彩写

生的整体观察方

法和表现方法，具

有观察物象的敏

锐洞察力和水彩

造型语言和表现

技法，色彩意识

强，并能够进行综

合运用。

能够掌握客观物体

的色彩规律，掌握

水彩写生的整体观

察方法和表现方

法，具有观察物象

的敏锐洞察力和水

彩造型语言和表现

技法，色彩意识强，

并能够进行综合运

用。

掌握客观物体的

色彩规律，掌握水

彩写生的整体观

察方法和表现方

法，具有观察物象

的敏锐洞察力和

水彩造型语言和

表现技法，色彩意

识强，并能够进行

综合运用。

掌握客观物体的

色彩规律，掌握水

彩写生的整体观

察方法和表现方

法，具有观察物象

的敏锐洞察力和

水彩造型语言和

表现技法，色彩意

识强，并能够进行

综合运用。

掌握客观物体的

色彩规律，掌握水

彩写生的整体观

察方法和表现方

法，具有观察物象

的敏锐洞察力和

水彩造型语言和

表现技法，色彩意

识强，并能够进行

综合运用。

课程目标 2：能够

理顺教师、学生和

教学内容三者关

系，学会组织教学

活动，课堂教学活

动目标明确清晰，

能够与初中学生

和谐沟通、情感交

融。领会教学方法

的丰富性和有效

性。

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不断提高教

育教学的理论水

平和实践能力。学

会如何启迪学生

的审美能力、动手

能力、创新意识，

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全面发展。很好

地认知教师的工

作职责。

较好地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不断提

高教育教学的理论

水平和实践能力。

学会如何启迪学生

的审美能力、动手

能力、创新意识，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较好地

认知教师的工作职

责。

提高教育教学的

理论水平和实践

能力。学会如何启

迪学生的审美能

力、动手能力，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对教师

的工作职责认知

一般。

在学会如何启迪

学生的审美能力、

动手能力，促进学

生身心健康全面

发展的表现一般。

对教师的工作职

责认知较弱。

在不断提高教育

教学的理论水平

和实践能力，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全

面发展的表现一

般。对教师的工作

职责理解认知均

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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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在教

与学的过程中，思

考如何让中学生

逐渐建构自己的

认同与价值观，并

形成富有个性的

成熟、完整的人

格，建立自尊自信

的个人信念，掌握

理性平和的情绪

管理能力以及塑

造积极向上的处

事风格。

懂得水彩学习对

于专业发展的意

义，寻找色彩写生

与创作综合表现

路 径 与 形 式 。

很好地理解了学

会陶冶自己的情

操，完善着自身的

人格的重要性，在

收获学习成果时，

也感受着自身的

成长价值。学会扩

展综合学习的视

野，锻炼综合化学

习能力。

懂得水彩学习对于

专业发展的意义，

寻找色彩写生与创

作综合表现路径与

形式。较好地理解

了学会陶冶自己的

情操，完善着自身

的人格的重要性，

在收获学习成果

时，也感受着自身

的成长价值。学会

扩展综合学习的视

野，锻炼综合化学

习能力。

对理解学会陶冶

自己的情操，完善

着自身的人格的

重要性认识一般，

对学会扩展综合

学习的视野，锻炼

综合化学习能力

的提升表现不突

出。

对理解学会陶冶

自己的情操，完善

着自身的人格的

重要性认识较弱，

对学会扩展综合

学习的视野，锻炼

综合化学习能力

的提升表现不足。

对理解学会陶冶

自己的情操，完善

着自身的人格的

重要性认识较弱，

对学会扩展综合

学习的视野，锻炼

综合化学习能力

的提升表现也较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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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丙烯绘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丙烯绘画》
课程

代码
2412302911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

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3学期 学分 2 课程负责人 陈玉轩

总学时 48
理论

学时
16 实践学时 32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水彩》

后续课程：《油画基础》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油画方向）

A

参考教材

[西班牙]派拉蒙专业团队 编著，郭鸿杰译《丙烯画创作技法》，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 年 1 月 第一版

B

主要参考

书籍

[1] [美] 克丽斯·柯宗，朱莉·普里恰德 著，刘静译《丙烯画技法》，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5 年 07 月

[2] 马一丹《丙烯绘画技法》，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6 月 1 日

C

线上学习

资源

本课程已经建立超星平台网络课程，同学们依据学校提供的帐号与密码登

录课程网站，可查看教学大纲、授课计划、考核方法、课程 PPT、教学视频、

电子教材、音频、阅读资料、仿真软件、网络文献链接网址等教学资源。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是美术学(师范)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主要讲授丙烯绘画的基本概

念、目的和意义，以及方法步骤等，培养学生正确运用丙烯绘画工具材料，

知晓丙烯绘画基本技法以及方法步骤，提高色彩绘画认知，为今后的美术

教学工作积累基础。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学习丙烯绘画写生的基本技法及方法步骤，做到构图完整、造

型准确，丙烯绘画写生色彩语言鲜明、画面有表现力，具备一定的审美判

断能力和良好的艺术赏析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3.2）

课程目标 2：能够针对初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特点和学科认知特点进行相关

绘画课程的教学设计和实施，具备美术教学的基本技能。（支撑毕业要求

4.1）

课程目标 3：运用美术学科的优势进行主题教育、社团活动和艺术活动，实

现综合育人的教育目的。（支撑毕业要求 6.2）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3.2 专业发展知识】掌握一定的美术创作

能力，能够灵活运用艺术语言，解读美术作

品意蕴，具备一定的审美判断能力和良好的

艺术赏析能力。

学科素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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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4.1 美术教学能力】熟悉《义务教育美术

课程标准》，掌握初中美术课程教学方法，

能够依据课程标准，针对初中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特点和美术学科认知特点，善于美术学

科教学设计，具备美术教育教学基本技能。

教学能力（4）

课程目标 3

【6.2 综合育人本领】掌握美术学及相关学

科的育人知识、内容与方法，能够有效结合

美术课程思政、德育课程、主题教育、社团

活动和艺术活动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系统教

育和积极引导，实现综合育人教育目的。

综合育人（6）

F

理论学习

内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理论学

时分配

第一章 丙烯绘画的发展

知道层次：丙烯绘画发展脉络

领会层次：丙烯绘画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应用层次：丙烯绘画的知识框架和材料技法的演变

1、2 4

第二章 丙烯绘画的表现

知道层次：各时期丙烯绘画的表现技法

领会层次：丙烯绘画语言的独特表现魅力

应用层次：丙烯绘画表现技法在写生与创作中合理应

用，掌握丙烯绘画写生方法与步骤

1、2
8

第三章 中外名家丙烯绘画作品评析

知道层次：名家丙烯绘画的流派上的传承

领会层次：丙烯绘画反映各时期或各时代的人文现象

应用层次：名家丙烯绘画评析与自身创作学习、借鉴、

传承和突破的关系

3
4

合计 16

G

实验（实训）

内容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无

合计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一、丙烯绘画静物写生（必做）

实践目的：理解、掌握丙烯绘画静物写生的步骤与方

实践任务：构图、色彩、步骤和技法

2、3

32
二、丙烯绘画风景写生（必做）

实践目的：掌握风景写生创作的步骤与方法

实践任务：构图、色彩、步骤和技法

2、3

合计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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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讲授式教学:教学方法上采用论述讲解、概述讲解和指引讲解有机结合。

帮助学生系统掌握丙烯绘画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建立系统的丙烯绘画基

础理论体系。

2.参与式教学:借用图片、视频等素材，开展智慧教学，丰富教学手段、活

跃课堂气氛，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率。

3.探究式教学:在具体的理论教学过程中，倡导学生积极思考，将教师的教

学科研心得和想法，通过课堂讨论等形式，引导学生加强课堂实践，使理

论知识在课堂上能得到有效掌握。

4.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口头训练)

J

教学条件

要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要求等）

1.课程的时间安排上尽量安排每周 3次课，每次课 4课时

2.地点必须安排在带有桌子的画室上课

3.适当安排几次流动的多媒体教室上课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作业

评分

占比

（%）

实验

评分

占比

（%）

期中

考试

评分

占比

（%）

小组

活动

评分

占比

（%）

期末

考试

评分

占比

（%）

课程目标

1（60%）

1. 丙烯绘画静物写生

2. 丙烯绘画风景写生
30 30 -

课程目标

2（30%）
教案设计 30 -

课程目标

3（10%）
学习心得 10 -

总分 70 30 0.8

考核方式 配分 评分说明

作业 70

本课程为技能实践课程。

1.安排课堂 2幅静物写生作业

2.安排 2幅风景写生作业

平时作业以满分 100 分计算，取平均值计算平时成绩，占

课程得分权重 70%

平时作业主要评判学生对所学专题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应

用能力。作业具体评量标准见课程考试大纲。

实验 ……

期中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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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活动

期末考试 30

安排 1 幅静物写生或风景写生与创作

满分 100 分，占课程得分权重 30%

期末考试主要评判学生对本门课程所学理论知识的掌握

和应用能力。具体评量标准见课程考试大纲。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建议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并通过网络、图书馆自主查阅课程

中涉及的学习资源，独立规划自己的课程学习计划，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

能动性。

2.研究性学习。鼓励学生针对课程教学内容，尝试理论课结合实践的方式

进行临摹与创作。了解国内外丙烯绘画的新知识，开阔学生的视野。

3.实践动手学习。鼓励学生多角度多方位在生活实践中取材、提炼，提高

对生活中的美的发现和表现。

M

评分量表
《丙烯绘画》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4 年 07 月 15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15 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 纲审定人签名：

2024 年 0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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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大纲符合培养要求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4 年 0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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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绘画》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及格（60≦X＜70）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

学习丙烯绘

画写生的基本技

法及方法步骤，做

到构图完整、造型

准确，丙烯绘画写

生色彩语言鲜明、

画面有表现力，具

备一定的审美判

断能力和良好的

艺术赏析能力。

很好的掌握

丙烯绘画写生的

基本技法及方法

步骤，做到构图完

整、造型准确，丙

烯绘画写生色彩

语言鲜明、画面有

表现力，具备一定

的审美判断能力

和良好的艺术赏

析能力

较好掌握丙

烯绘画写生的基

本技法及方法步

骤，较好做到构图

完整、造型准确，

丙烯绘画写生色

彩语言较鲜明、画

面有表现力；具备

一定的审美判断

能力和良好的艺

术赏析能力。

基本掌握丙

烯绘画写生的基

本技法及方法步

骤，基本做到构图

完整、造型准确，

丙烯绘画写生色

彩语言基本鲜明、

画面有基本的表

现力；基本具备一

定的审美判断能

力和艺术赏析能

力。

尚能掌握丙

烯绘画写生的基

本技法及方法步

骤，尚能做到构图

完整、造型准确，

丙烯绘画写生色

彩语言尚能鲜明、

画面尚有表现力；

尚能具备一定的

审美判断能力和

艺术赏析能力。

不能掌握丙

烯绘画写生的基

本技法及方法步

骤，不能做到构图

完整、造型准确，

丙烯绘画写生色

彩语言不鲜明、画

面没有表现力；不

具备一定的审美

判断能力和艺术

赏析能力。

课程目标 2.

能够针对初

中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特点和学科

认知特点进行相

关绘画课程的教

学设计和实施，具

备美术教学的基

能够针对初

中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特点和学科

认知特点进行丙

烯绘画课程的教

学设计和实施，具

备美术教学的基

本技能。

较好针对初

中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特点和学科

认知特点进行丙

烯绘画课程的教

学设计和实施，较

好具备美术教学

的基本技能。

基本能够针

对初中学生身心

发展规律特点和

学科认知特点进

行丙烯绘画课程

的教学设计和实

施，基本具备美术

教学的基本技能。

尚能针对初

中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特点和学科

认知特点进行丙

烯绘画课程的教

学设计和实施，尚

能具备美术教学

的基本技能。

无法针对初

中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特点和学科

认知特点进行丙

烯绘画课程的教

学设计和实施，不

能具备美术教学

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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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能。

课程目标 3.

运用美术课

程的优势进行主

题教育、社团活动

和艺术活动，实现

综合育人的教育

目的。

能很好的运

用美术课程的优

势进行主题教育、

社团活动和艺术

活动，实现综合育

人的教育目的

较好运用美

术课程的优势进

行主题教育、社团

活动和艺术活动，

实现综合育人的

教育目的

基本运用美

术课程的优势进

行主题教育、社团

活动和艺术活动，

实现综合育人的

教育目的

尚能运用美

术课程的优势进

行主题教育、社团

活动和艺术活动，

实现综合育人的

教育目的

无法运用美

术课程的优势进

行主题教育、社团

活动和艺术活动，

实现综合育人的

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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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民间美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民间美术》
课程

代码
2412325912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

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3学期 学分 2 课程负责人 谭钦月

总学时 48
理论学

时
16 实践学时 32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图案设计

后续课程：纤维艺术，陶艺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

A

参考教材

《民间美术》孟祥玲、孙薇、富尔雅、温丽华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5 月第 1版

B

主要参考书

籍

《中国民间美术》 孙建君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第 1版

《中国民间美术教程》张卉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5 月第 1版

《中国民间美术》刘世军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5 月第 1版

C

线上学习资

源

本课程可运用线上教学资源，课程 ppt 和相关的教学视频电子教材，

阅读材料，网络文献链接网址等教学资源以及使用企业微信平台。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对中国民间美术的认识，理解民间美术的概念、

种类及造型特点，运用民间美术中传统艺术的基本造型与装饰方法进行创

意与设计。通过剪纸技法、面具与脸谱制作等练习，继承民间艺术传统，

发扬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激发学生对我国丰富多彩的民间美术

的喜爱之情，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理解民间美术的概念、种类及其造型特点，掌握民间美术剪纸

的历史渊源，图案的寓意运用、造型特点及技法，并运用点线面以及剪纸

艺术作品里的特定图案进行创意表现；掌握剪纸技法，掌握剪纸艺术的创

作语言和熟悉面具与脸谱的绘制技法，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和审美情

趣，增强学生动手操作的能力，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支撑毕业要求

3.1）

课程目标 2：能够依据课程标准，培养学生创造美感的意识和责任。计划和

制定符合中学生身心特点和难易程度的民间美术课程，制定相当技法的剪

纸设计以及面具与脸谱设计，具备中学教师对于此课程的教学能力和美育

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4.1）

课程目标 3：学生能够设计和组织民间美术各类别为主题的班级活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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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校园文化活动等各种形式，对中学生的德育、美育和心理等方面进

行更合理的引导和教育，提高中学生的艺术素养和综合素质。（支撑毕业

要求 6.2）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3.1 专业基础知识】掌握美术学科的基本

理论、基本原理、基本技能、艺术语言、知

识体系和发展趋势，理解美术学科体系的基

本思想和方法。具备美术学科基本的专业素

养和技能。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 2：

【4.1 美术教学能力】熟悉《义务教育美术

课程标准》，掌握初中美术课程教学方法，

能够依据课程标准，针对初中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特点和美术学科认知特点，善于美术学

科教学设计，具备美术教育教学基本技能。

教学能力（4）

课程目标 3：

【6.2 综合育人本领】掌握美术学及相关学

科的育人知识、内容与方法，能够有效结合

美术课程思政、德育课程、主题教育、社团

活动和艺术活动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系统教育

和积极引导，实现综合育人教育目的。

综合育人（6）

F

理论学习内

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理论

学时

分配

第四章 民间美术概论

知道层次：民间美术的概念，民间美术的分类（1.实用类

民间美术；2.装饰类民间美术；3.民俗类民间美术）

领会层次：民间美术的基本特征

应用层次：运用民间美术的知识框架和学习方法

支撑课程

目标 1、2
4

第二章 民间美术之剪纸艺术

知道层次：剪纸的概念、分类、特点、材料、工具

领会层次：剪纸艺术的的知识框架和学习方法

应用层次：剪纸作品赏析，剪纸作品临摹与习作

分析层次：民间剪纸的美学意味及现代运用

支撑课程

目 1、2、3
4

第三章 民间美术之面具与脸谱

知道层次：面具与脸谱的历史

领会层次：面具与脸谱的造型特点

应用层次：面具与脸谱作品临摹与创作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4

第四章 民间美术之刺绣

知道层次：刺绣的源起与历史

领会层次：刺绣的图示纹样特点

应用层次：刺绣的作品临摹与创作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4

合计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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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

学时

分配

实训一 剪纸临摹与创作运用

实验目的：1.掌握剪纸形态特征、创作技法，熟悉剪纸工

具材料，掌握其表现方法及效果；2.拓展剪纸的表现形式，

加入刻纸的创作表现，在剪纸创作中结合构成意识，与水

粉、水墨、刻纸等表现形式结合，探索剪纸的新方法。

实验任务：1.通过剪纸练习，提高对构成元素表现的认识

和制作能力；2.通过剪纸练习多样化的形式表现，提高学

生的创新意识和制作能力。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12

实训二 面具与脸谱作品临摹与创作运用

实验目的：掌握面具形式其表现特点，表现方法。

实验任务：面具设计与绘制，表现技法与表现形式。逐步

提高学生对面具了解并掌握材质、材料形态特征。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10

实训三 刺绣临摹与创作运用

实验目的：掌握刺绣形式其表现特点，表现方法。

实验任务：通过刺绣的创作练习，逐步提高学生对于刺绣

这一传统媒介的理解，并能拓展其创作边界，赋予刺绣新

的创作理解。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10

合计 32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一、教学方法（一）课堂讲授（二）教师速写师范（三）练习指导纠错

二、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口头训练)

J

教学条件

要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要求等）

1．多媒体教室、课件、电脑、投影设备

2. 画室，有一个较好的绘画氛围

3. 必要的材料和工具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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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评分

占比

（%）

实验

评分

占比

（%）

期中

考试

评分

占比

（%）

小组

活动

评分

占比

（%）

期末

考试

评分

占比

（%）

课程目标

1（50%）

1、掌握民间美术的概念、种类

及其造型特点。

2、掌握民间美术作品的基本知

识，掌握剪纸的艺术特征及制

作。

3、面具与脸谱技法的掌握，以

及设计与绘制。

4.刺绣图示纹样的掌握以及技

艺的运用情况。

10 40 -

课程目标

2（30%）

能设计符合中学生身心特点和

难易程度的民间美术课程，能

制定相当技法的剪纸设计、面

具与脸谱设计和刺绣设计，具

备中学教师对于此课程的教学

能力和美育能力。

30 -

课程目标

3（20%）

设计和组织以剪纸、脸谱、刺

绣等民间美术各类别为主题的

班级活动、主题活动、校园文

化活动等各种形式，对中学生

的德育、美育和心理等方面进

行更合理的引导和教育，提高

中学生的艺术素养和综合素

质。

20 -

总分 60 40 0.8

考核方式 配分 评分说明

作业 60

安排不低于 3次课堂训练作业，平时作业以满分 100 分计

算，取平均分计算平时成绩，结合日常学生课堂表现、出

勤情况和作业收交情况进行评价，占课程得分权重 60%

课堂训练作业主要评判学生对所学专题理论知识的掌握和

应用能力。作业具体评量标准见课程考试大纲。

实验

期中考试

小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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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 40

期末结课时安排一张综合训练作业，满分 100 分，占课程

得分权重 40%

期末综合训练作业主要评判学生对本门课程所学理论知识

的掌握和应用能力。作业具体评量标准见课程考试大纲。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建议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并通过网络、图书馆自主查阅课程

中涉及的学习资源，独立规划自己的课程学习计划，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

能动性。

2.研究性学习。鼓励学生针对课程教学内容，开展相关的民间美术作品欣

赏或专题讲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学生的视野。

3.实践动手学习。鼓励学生多角度多方位在生活实践中取材、提炼，提高

对生活中的美的发现和表现。

M

评分量表
《中国民间美术》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4 年 7 月 15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15 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4 年 7 月 15 日

审批意见：大纲符合培养要求，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4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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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美术》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

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理解民间美术

的概念、种类及其造型特点，

掌握民间美术剪纸的历史渊

源，图案的寓意运用、造型

特点及技法，并运用点线面

以及剪纸艺术作品里的特定

图案进行创意表现；掌握剪

纸技法，掌握剪纸艺术的创

作语言和熟悉面具与脸谱的

绘制技法；掌握刺绣的技法，

学会欣赏并创作刺绣纹样。

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和

审美情趣，增强学生动手操

作的能力，继承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

能够扎实地掌握剪

纸的历史渊源，图案

的寓意运用、造型特

点、技法，并熟练运

用点线面以及剪纸

艺术作品里的特定

图案进行创意表现；

扎实地掌握剪纸技

法与面具与脸谱的

绘画技巧，掌握剪纸

艺术、面具艺术、刺

绣艺术的创作语言，

动手操作的能力强。

能够掌握剪纸的历史

渊源，图案的寓意运

用、造型特点、技法，

并较熟练运用点线面

以及剪纸艺术作品里

的特定图案进行创意

表现；比较扎实地掌

握剪纸技法与面具与

脸谱的绘画技巧，掌

握剪纸艺术、面具艺

术、刺绣艺术的创作

语言，动手操作的能

力较强。

能够较好掌握剪纸的

历史渊源，图案的寓

意运用、造型特点、

技法，能运用点线面

以及剪纸艺术作品里

的特定图案进行创意

表现；基本掌握剪纸

技法与面具与脸谱的

绘画技巧，基本掌握

剪纸艺术、面具艺术、

刺绣艺术的创作语

言，动手操作的能力

一般。

基本掌握剪纸的历史

渊源，图案的寓意运

用、造型特点、技法，

能基本运用点线面以

及剪纸艺术作品里的

特定图案进行创意表

现；剪纸技法与面具

与脸谱的绘画技巧掌

握一般，剪纸艺术、

面具艺术、刺绣艺术

创作语言的把控能力

弱，动手操作的能力

较弱。

剪纸的历史渊源，图

案的寓意运用、造型

特点、技法等概念模

糊，点线面运用能力

差，无法用剪纸艺术

作品里的特定图案进

行创意表现，剪纸技

法与面具与脸谱的绘

画技巧掌握差，剪纸

艺术、面具艺术、刺

绣艺术创作语言的把

控能力差，动手操作

的能力差。

课程目标 2：能够依据课程

标准，培养学生创造美感的

意识和责任。计划和制定符

合中学生身心特点和难易程

度的民间美术课程，制定相

当技法的剪纸设计、面具与

脸谱设计、刺绣设计，具备

能够扎实地教给学

生掌握剪纸、脸谱、

刺绣设计的创意方

法，技巧与技能熟

练，设计能力强，动

手操作的能力强，学

生有较高的审美能

能够较好地教给学生

掌握剪纸、脸谱、刺

绣设计的创意方法，

技巧与技能比较熟

练，设计能力较强，

动手操作的能力较

强，学生有较好的审

能够较好地教给学生

掌握剪纸、脸谱、刺

绣设计的创意方法，

技巧与技能一般，设

计能力一般，动手操

作的能力一般，学生

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

能够基本教给学生掌

握剪纸、脸谱、刺绣

的创意方法，技巧与

技能弱，设计能力弱，

动手操作的能力弱，

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

美情趣一般。

没有教给学生掌握剪

纸、脸谱、刺绣的创

意方法，技巧与技能

差，设计能力差，动

手操作的能力差，学

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

情趣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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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师对于此课程的教学

能力和美育能力。

力和审美情趣。 美能力和审美情趣。 趣一般。

课程目标 3：学生能够设计

和组织民间美术各类别为主

题的班级活动、主题活动、

校园文化活动等各种形式，

对中学生的德育、美育和心

理等方面进行更合理的引导

和教育，提高中学生的艺术

素养和综合素质。

具备扎实绘制民间

美术作品的能力，表

现健康积极向上的

精神面貌和性格特

征，拓宽审美欣赏的

视角，很好提高中学

生的设计意识和审

美判断能力。

具备较扎实绘制民间

美术作品的能力，较

好表现健康积极向上

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

征，较好拓宽审美欣

赏的视角，比较好提

高中学生的设计意识

和审美判断能力。

绘制民间美术作品的

能力一般，能基本表

现健康积极向上的精

神面貌和性格特征，

一定程度上拓宽审美

欣赏的视角，一定程

度上提高中学生的设

计意识和审美判断能

力。

绘制民间美术作品的

能力弱，基本表现健

康积极向上的精神面

貌和性格特征，一定

程度上拓宽审美欣赏

的视角，对提高中学

生的设计意识和审美

判断能力弱。

绘制民间美术作品的

能力差，不能表现健

康积极向上的精神面

貌和性格特征，拓宽

不了学生审美欣赏的

视角，对提高中学生

的设计意识和审美判

断能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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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山水画临摹》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山水画临摹

课

程

代

码

2412330915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4学期 学分 3 课程负责人 张永山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24 实践学时 48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无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国画方向）

A

参考教材
陆俨少，《陆俨少写意山水画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 年。

B

主要参考

书籍

[1]洪再新：《中国美术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 年

[2]潘天寿：《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 年版

[3]谢稚柳：《水墨画》，上海书报出版社，2003 年版

[4]张大千：《大风堂中的龙门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 年版

C

线上学习

资源

本课程已经初步建立超星平台网络课程，同学们依据学校提供的帐号

与密码登录课程网站，可查看教学大纲、教学日历、考核方法、课程 PPT、

教学视频、阅读资料、网络文献链接网址等教学资源。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山水画临摹是美术学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以讲解中国古代各个历史

时期的山水画发展状况为主，内容涉及各阶段的社会文化背景、重要的画

家作品及其思想艺术成就和历史影响，各个时期的美学思潮与风气、流派

及风格，各种笔法绘法的演进发展轨迹等。本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美术素

养、美术技法能力，都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民

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对于加强爱国主义思想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积极

意义。



49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掌握基本临摹方法，能够总结不同时期以及代表人物的艺术风

格，领悟中国古代山水画经典中的优秀因素（支撑毕业要求 3.2）

课程目标 2：在临摹传统优秀作品的过程中，掌握学习方法，总结学习经验，

站在学习者的视角归纳总结初中美术教学方法和教学理论（支撑毕业要求

4.1）

课程目标 3：能够运用中国古代美术学的学科知识，有效开展分析山水作品、

解读山水作品、模仿中学习经典作品，提升学生绘画专业技能。能够在临

摹中学习传统技法，也能理解蕴含在传统绘画中的传统哲学思想（支撑毕

业要求 6.2）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3.2 专业发展知识】掌握一定的美术

创作能力，能够灵活运用艺术语言，解

读美术作品意蕴，具备一定的审美判断

能力和良好的艺术赏析能力。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 2

【4.1 美术教学能力】熟悉《义务教育

艺术课程标准》，掌握初中美术课程教

学方法，能够依据课程标准，针对初中

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特点和美术学科认知

特点，善于美术学科教学设计，具备美

术教育教学基本技能。

教学能力（4）

课程目标 3

【6.2 综合育人本领】掌握美术学及相

关学科的育人知识、内容与方法，能够

有效结合美术课程思政、德育课程、主

题教育、社团活动和艺术活动等方式对

学生进行系统教育和积极引导，实现综

合育人教育目的。

综合育人（6）

F

理论学习

内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学时

分配

第一章 概论

认识层次：描述山水画的历史状况（美学与技法）

领会层次：解读其美学的研究对象（经典）、研究

方法

分析层次：分析美学的性质（理念）

评价层次：提升判断美学学科的人文品格

支撑课程目标

2、3
2

第二章 画论

知道层次：描述山水画美学史上关于美本质的探讨

的历史发展与方法逻辑

领会层次：解释主观、客观与统一论等方法与思路

分析层次：分析人化自然和自然的人化

评价层次：判断现代语境中山水画美的本质的建构

支撑课程目标

1、2、3
4

第三章 天人合一论

知道层次：描述美学史上对美感问题的探讨

支撑课程目标

1、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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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层次：解释美感的概念、美感的生理心理基础

分析层次：比较自然与形式的联系与区别

评价层次：对比出美感的过程与特征

第四章 美的形态论

知道层次：描述生活美、艺术美等存在形态

领会层次：解读秀美、高古等表现形态

分析层次：分析美的形态划分的历史与方法

评价层次：判断传统与现代美学中的审美形态及其

特征

支撑课程目标

2、3 2

第五章 审美教育

知道层次：描述美学史上主要的美育思想

分析层次：分析审美教育的功能与特色

评价层次：评价审美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支撑课程目标

1、2、3
2

合计 12

G

实验（实训）

内容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学时

分配

实验一

实验目的：

实验任务：

实验二

实验目的：

实验任务：

合计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时长

分配

每位同学临摹若干幅山水作品，其中包含各个时期

不同风格作品，汇报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和心得，要

求：突出临摹精度，完整且鲜明的各个时代风格为

学习标准。

支撑课程目标

1、2、3

48 节课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模仿式教学：对课程中涉及的重要知识点、难点进行讲解，并提出问题，

让学生参与思考，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参考与临摹古代经典作品，学

习古人古法，掌握传统精髓。

2.演示性教学：借用学习通开展网络教学，与学生分享教学 PPT，开展签到、

讨论等教学活动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习效率。配合示范教学让学生

掌握技能要领。

3.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如口头训练等)

J

教学条件

需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需求等）

1.多媒体设备。

2.山水画临摹所需要的不同书籍

K 课程目标及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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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评分占比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作业评

分占比

（%）

期中考

试评分

占比

（%）

课堂

表现

评分

占比

（%）

期末

考试

评分

占比

（%）

课程目标 1

（60%）

1.掌握基本临摹方法，

能够总结不同时期以及代表

人物的艺术风格，领悟中国

古代山水画经典中的优秀因

素；

50 10 -

课程目标 2

（30%）

2.在临摹传统优秀作品

的过程中，掌握学习方法，

总结学习经验，站在学习者

的视角归纳总结初中美术教

学方法和教学理论。

30 -

课程目标 3

（10%）

3.能够运用中国古代美

术学的学科知识，有效开展

分析山水作品、解读山水作

品、模仿中学习经典作品，

提升学生绘画专业技能。能

够在临摹中学习传统技法，

也能理解蕴含在传统绘画中

的传统哲学思想。

10 -

总分 60 40 0.8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提问、讨论、练习等环节，

树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2.研究性学习。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使学生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对自己的学习进行反思，并获

得终身学习的理念。

3.模仿式教学：对课程中涉及的重要知识点、难点进行讲解，并提出问题，

让学生参与思考，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参考与临摹古代经典作品，学

习古人古法，掌握传统精髓。

M

评分量表
山水画临摹学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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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

意见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批意见：大纲符合培养要求，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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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画临摹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掌握

基本临摹方法，能

够总结不同时期

以及代表人物的

艺术风格，领悟中

国古代山水画经

典中的优秀因素

能够很好掌握基本临

摹方法，能够很好总结

不同时期以及代表人

物的艺术风格，很好地

领悟中国古代山水画

经典中的优秀因素

能够较好掌握基本临

摹方法，能够很较好

总结不同时期以及代

表人物的艺术风格，

较好地领悟中国古代

山水画经典中的优秀

因素

能够全面掌握基本临

摹方法，能够完整总

结不同时期以及代表

人物的艺术风格，全

面地领悟中国古代山

水画经典中的优秀因

素

能够基本掌握基本临

摹方法，能够基本总

结不同时期以及代表

人物的艺术风格，基

本地领悟中国古代山

水画经典中的优秀因

素

未能够掌握基本临摹

方法，未能够总结不

同时期以及代表人物

的艺术风格，无法领

悟中国古代山水画经

典中的优秀因素

课程目标 2：在临

摹传统优秀作品

的过程中，掌握学

习方法，总结学习

经验，站在学习者

的视角归纳总结

初中美术教学方

法和教学理论

在临摹传统优秀作品

中能够很好掌握学习

方法，总结学习经验，

站在学习者的视角归

纳总结教学方法和教

学理论。

在临摹传统优秀作品

中能够较好掌握学习

方法，总结学习经验，

站在学习者的视角归

纳总结教学方法和教

学理论。

在临摹传统优秀作品

中能够完整掌握学习

方法，总结学习经验，

站在学习者的视角归

纳总结教学方法和教

学理论。

在临摹传统优秀作品

中能够基本掌握学习

方法，总结学习经验，

站在学习者的视角归

纳总结教学方法和教

学理论。

在临摹传统优秀作品

中能够未能掌握学习

方法，总结学习经验，

站在学习者的视角归

纳总结教学方法和教

学理论。

课程目标 3.能够

运用中国古代美

术学的学科知识，

有效开展分析山

水作品、解读山水

作品、模仿中学习

能够很好运用中国古

代美术学的学科知识，

有效开展分析山水作

品、解读山水作品、模

仿中学习经典作品，很

好地提升学生绘画专

能够较好运用中国古

代美术学的学科知

识，有效开展分析山

水作品、解读山水作

品、模仿中学习经典

作品，较好地提升学

能够运用中国古代美

术学的学科知识，有

效开展分析山水作

品、解读山水作品、

模仿中学习经典作

品，提升学生绘画专

能够基本运用中国古

代美术学的学科知

识，有效开展分析山

水作品、解读山水作

品、模仿中学习经典

作品，基本能够提升

未能够较好运用中国

古代美术学的学科知

识，开展分析山水作

品、解读山水作品、

模仿中学习经典作

品，未能提升学生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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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作品，提升学

生绘画专业技能。

能够在临摹中学

习传统技法，也能

理解蕴含在传统

绘画中的传统哲

学思想

业技能。能够很好地在

临摹中学习传统技法，

也能很好地理解蕴含

在传统绘画中的传统

哲学思想

生绘画专业技能。能

够较好地在临摹中学

习传统技法，也能较

好地理解蕴含在传统

绘画中的传统哲学思

想

业技能。能够在临摹

中学习传统技法，也

能理解蕴含在传统绘

画中的传统哲学思想

学生绘画专业技能。

基本能够在临摹中学

习传统技法，也能基

本地理解蕴含在传统

绘画中的传统哲学思

想

画专业技能。未能在

临摹中学习传统技

法，未能理解蕴含在

传统绘画中的传统哲

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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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油画静物》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油画静物》
课程

代码
2412330916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

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4 学分 3 课程负责人 陈玉轩

总学时 72
理论

学时
24 实践学时 48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水彩》、《丙烯绘画》

后续课程：《油画头像》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

A

参考教材
何军,杨洋,董文通编著《油画》，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年 4 月 第一版

B

主要参考

书籍

[1] [美]比尔·克里夫， 易莫泽《当代艺术家油画材料与技法》 中国青

年出版社 1999 年 01 月

[2] 马一丹《油画技法》，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6 月 1 日

C

线上学习

资源

1.本课程已经建立超星平台网络课程，同学们依据学校提供的帐号与密码

登录课程网站，可查看教学大纲、授课计划、考核方法、教学视频、音频、

阅读资料、网络文献链接网址等教学资源。

2.企业微信平台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是美术学（师范）专业必修课程。通过油画静物教学和实践，使学

生对中外油画历史发展的基本概况有一定了解，学习油画原理、基本技法

以及方法步骤,培养学生正确运用油画工具材料，知晓如何运用所学进行教

学设计和进行美育工作。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学习中外油画历史发展的基本概况，提升油画基本的专业素养，

知晓油画绘画工具材料性能和技法特点，完善学习方法和表现方法；（支

撑毕业要求 3.1）

课程目标 2：针对初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特点和学科认知特点进行课程的教

学设计和实施，学会美术教学的基本技能；（支撑毕业要求 4.1）

课程目标 3：在教学实践中对中学生的进行身心了解和关怀，运用艺术的方

式对学生进行美育，实现综合育人的教育目的；（支撑毕业要求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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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3.1 专业基础知识】掌握美术学科的基本

理论、基本原理、基本技能、艺术语言、知

识体系和发展趋势，理解美术学科体系的基

本思想和方法。具备美术学科基本的专业素

养和技能。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 2

【4.1 美术教学能力】熟悉《义务教育艺术

课程标准》，掌握初中美术课程教学方法，

能够依据课程标准，针对初中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特点和美术学科认知特点，善于美术学

科教学设计，具备美术教育教学基本技能。

教学能力（4）

课程目标 3

【6.1 综合育人意识】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

和养成教育规律，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健

康成长。熟悉学校文化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

涵和方法，理解美术学科育人价值、审美教

育和陶冶情操作用。

综合育人（6）

F

理论学习

内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理论学

时分配

第一章 西方油画材料与技法演变概述

知道层次：油画静物的研究内容

领会层次：油画发展简史

应用层次：了解油画静物的知识框架和材料技法的演变

1 4

第二章 中国油画的发展历程

知道层次：中国油画的发展简史

领会层次：了解西方和前苏联油画教育方法对中国油画

语言的影响

应用层次：了解和分析现当代中国油画的现状及发展

2、3
4

第三章 油画的基本表现技法

知道层次：油画的间接技法、直接技法

领会层次：油画语言在油画表现中的作用

应用层次：油画表现技法在写生与创作中合理应用，油

画静物、风景作品赏析和写生

分析层次：理解油画语言的表现魅力

1、2 8

第四章 创作油画作品的两种基本方法

知道层次：了解油画整体铺设完成法和局部推移完成法

领会层次：体会两种基本方法的优缺点

应用层次：油画静物、风景作品赏析和写生

1
8

合计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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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实验（实训）

内容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无

合计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一、油画静物写生（必做）

实践目的：理解、掌握油画静物写生的步骤与方法

实践任务：构图、色彩、步骤和技法 1、2

48二、油画生活场景静物创作（必做）

实践目的：掌握生活场景静物写生创作的步骤与方法

实践任务：构图、色彩、步骤和技法
1、3

合计 72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讲授式教学:教学方法上采用论述讲解、概述讲解和指引讲解有机结合。

帮助学生系统掌握油画静物知识和基本理论，建立系统的油画静物理论体

系。

2.参与式教学:借用图片、视频等素材，开展智慧教学，丰富教学手段、活

跃课堂气氛，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率。

3.探究式教学:在具体的理论教学过程中，倡导学生积极思考，将教师的教

学科研心得和想法，通过课堂讨论等形式，引导学生加强课堂实践，使理

论知识在课堂上能得到有效掌握。

4.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口头训练)

J

教学条件

要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要求等）

1.课程的时间安排上尽量安排每周 3次课，每次课 4课时

2.地点必须安排在固定画室上课

3.适当安排几次流动的多媒体教室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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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作业

评分

占比

（%）

实验

评分

占比

（%）

期中

考试

评分

占比

（%）

小组

活动

评分

占比

（%）

期末

考试

评分

占比

（%）

课程目标

1（60%）

1.油画静物写生

2.油画生活场景静物写生创作
30 30 -

课程目标

2（30%）
课程教案 30 -

课程目标

3（10%）
心得体会 10 -

总分 70 30 -

考核方式 配分 评分说明

平时作业 70

1.心得体会；

2.课程教案；

3.安排课堂 3幅静物写生作业；安排 1幅生活场景静物写

生作业。

平时作业以满分 100 分计算，取平均值计算平时成绩，

占课程得分权重 70%

平时作业主要评判学生对所学专题理论知识的掌握和

应用能力。作业具体评量标准见课程考试大纲。

实验

期中考试

小组活动

期末考试 30

安排 1幅生活场景静物写生创作

满分 100 分，占课程得分权重 30%

期末作业主要评判学生对本门课程所学理论知识的掌

握和应用能力。作业具体评量标准见课程考试大纲。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建议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并通过网络、图书馆自主查阅课程

中涉及的学习资源，独立规划自己的课程学习计划，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

能动性。

2.研究性学习。鼓励学生针对课程教学内容，尝试理论课结合实践的方式

进行临摹与创作。了解国内外油画的新知识，开阔学生的视野。

3.实践动手学习。鼓励学生多角度多方位在生活实践中取材、提炼，提高

对生活中的美的发现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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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评分量表
《油画静物》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批意见：大纲符合培养要求，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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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静物》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

学习中外油画

历史发展的基本概

况，提升油画基本

的专业素养，知晓

油画绘画工具材料

性能和技法特点，

完善油画学习方法

和表现方法；

对中外油画历

史发展的基本概况

有很好的了解，知晓

油画绘画工具材料

性能和技法特点，掌

握学习方法和表现

方法；

对中外油画历史

发展的基本概况有较

好的了解，较好的知晓

油画绘画工具材料性

能和技法特点，较好掌

握学习方法和表现方

法；

对中外油画历史

发展的基本概况有基

本的了解，基本知晓油

画绘画工具材料性能

和技法特点，基本掌握

学习方法和表现方法；

尚能了解中外油

画历史发展的基本概

况，尚能知晓油画绘

画工具材料性能和技

法特点，尚能掌握学

习方法和表现方法；

对中外油画历

史发展的基本概况

不了解，不知晓油画

绘画工具材料性能

和技法特点，不掌握

学习方法和表现方

法；

课程目标 2.

针对初中学生

身心发展规律特点

和学科认知特点进

行课程的教学设计

和实施，学会美术

教学的基本技能

能够很好针对

初中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特点和学科认

知特点进行油画课

程的教学设计和实

施，具备美术教学的

基本技能。

能够良好的针对

初中学生身心发展规

律特点和学科认知特

点进行油画课程的教

学设计和实施，具备良

好的美术教学的基本

技能。

基本能够针对初

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特点和学科认知特点

进行油画课程的教学

设计和实施，基本具备

美术教学的基本技能。

尚能够针对初中

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特

点和学科认知特点进

行油画课程的教学设

计和实施，尚具备美

术教学的基本技能。

不能够针对初

中学生身心发展规

律特点和学科认知

特点进行油画课程

的教学设计和实施，

不具备美术教学的

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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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在教学实践中

对中学生的进行身

心了解和关怀，运

用艺术的方式对学

生进行美育，实现

综合育人的教育目

的

通过课程学习，

能够在教学实践中

对中学生的进行身

心了解和关怀，运用

艺术的方式对学生

进行美育，实现综合

育人的教育目的

通过课程学习，较

好地在教学实践中对

中学生的进行身心了

解和关怀，运用艺术的

方式对学生进行美育，

实现综合育人的教育

目的

通过课程学习，基

本能够在教学实践中

对中学生的进行身心

了解和关怀，运用艺术

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美

育，实现综合育人的教

育目的

通过课程学习，

尚能够在教学实践中

对中学生的进行身心

了解和关怀，运用艺

术的方式对学生进行

美育，实现综合育人

的教育目的

通过课程学习，

不能够在教学实践

中对中学生的进行

身心了解和关怀，运

用艺术的方式对学

生进行美育，实现综

合育人的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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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人物画创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人物画创作》
课程

代码
2412430920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

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6学期 学分 3 课程负责人 罗奋涛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24 实践学时 48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工笔人物画临摹与写生

后续课程：毕业创作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国画方向）

A

参考教材

[1]俞芳、俞梦彦，《兼工写人物画》，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8 年。

[2] 陈孟昕、郝孝飞，《写意人物画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12

年版。

B

主要参考

书籍

[1]吴山明，《名家水墨人物写生》，山东美术出版社，2006 年。

[2]贺荣敏，《写意人物画写生教程》，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年。

C

线上学习

资源

1.本课程已经建立超星平台网络课程，同学们依据学校提供的帐号与密码

登录课程网站，可查看教学大纲、授课计划、考核方法、课程 PPT、教学视

频、电子教材、音频、阅读资料、仿真软件、网络文献链接网址等教学资

源。

2.中国大学 MOOC 平台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是专业方向课，通过学习了解写意人物画的基本理论，结合课堂临

摹和写生练习，掌握写意人物画的造型方法和笔墨表现技巧，人物创作与

研究，学习了解掌握人物画的创作过程、创作表现技法，。了解我国传统

绘画的美学思想及艺术成就，使学生掌握人物创作基本规律及创作构图方

法，使学生了解掌握人物画的创作过程、创作表现技法，，为以后创作打

下良好的基础。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注重理论学习、优秀作品赏析与实践应用相结合。在掌握相关

技法理论的同时，学会分析优秀的人物画作品，掌握水墨人物画人物画的

写生造型与创作方法。（支撑毕业要求 3.2）

课程目标 2：通过了水墨人物画学习，担负起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传播中国

传统文化责任。学会利用艺术形式组织开展文体和学生教育活动，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支撑毕业要求 5.2）

课程目标 3：学习研究水墨人物画创作创新发展，关注中学美育改革发展的

前沿动态，推动中学传统绘画教学改革，能够利用课程所学专业知识解决

今后美术教学出现的问题。（支撑毕业要求 7.2）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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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3.2 专业发展知识】掌握一定的美术创作

能力，能够灵活运用艺术语言，解读美术作

品意蕴，具备一定的审美判断能力和良好的

艺术赏析能力。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 2

【5.2 班级活动能力】能够组织策划班级活

动，通过开展主题班会、家长会（家访）、

集体活动等形式，开展教育活动，指导学生

发展、评价学生综合素质，具备组织班级、

校园文化活动的能力。

班级指导（5）

课程目标 3

【7.2 反思改进能力】初步掌握教育教学活

动的反思方法与技能，具有一定创新意识，

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美术

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学会反思（7）

F

理论学习

内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理论学

时分配

第 1章 写意人物画概述

知道层次：写意人物画的基本理论

领会层次：历朝历代水墨人物画的特点，代表画家，作

品风格及代表作品。

应用层次：传统水墨人物画笔墨技法

支撑课程

目标 1、3
4

第 2 章 水墨人物画作品临摹

知道：水墨人物画的造型要求和笔墨技法

领会：水墨人物画作品临摹步骤、方法

应用：写意人物画的用笔、用墨、用色

分析：水墨人物画的造型与表现特征

综合：.写意人物画作品临摹练习（头部、半身、全身）

评价：水墨人物画的造型与笔墨

支

支撑课程

目标 1

4

第 3 章 水墨人物写生

知道：水墨人物画的写生原理和原则

领会：水墨人物画的造型和笔墨技巧

应用：水墨人物画写生方法步骤

分析：水墨人物画写生笔墨技法应用

综合：半身人像写生、全身人像写生

评价：水墨人物画造型与表现

支撑课程

目标 1 4

第 4 章 水墨人物创作概述：

知道：水墨人物画表现类型；

领会：水墨人物创作基本方法、步骤；

应用：水墨人物画创作的墨法、笔法、色法;

分析：名家创作表现技法；

综合：水墨人物画创作的墨法、笔法、色法;

评价：水墨人物画创作的墨法、笔法、色法练习：

支撑课程

目标 1 4

第 5 章 水墨人物小品创作 支撑课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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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人物小品画的特色与造型；

领会：水墨人物小品画步骤画法

应用：水墨人物小品画方法

分析：名家写意人物小品技法

综合：水墨人物小品画创作类型

评价：水墨人物小品临摹练习；

目标 1、2

第 6章 主题性水墨人物画创作：1.创作思路；2.创作

手段；3.作品分析；

知道：主题性水墨人物画创作基本概念

领会：主题性水墨人物画创作.创作思路

应用：主题性水墨人物画创作方法步骤

分析：名家水墨人物创作风格、特色；

综合：主题性水墨人物画创作选题、构思、构图、创作、

表现；

评价：主题性水墨人物画创作的笔墨应用；

支撑课程

目标 1、3 4

合计 24

G

实验（实训）

内容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实训一水墨人物画临摹练习（必做）

实训目的：了解分析水墨人物画的造型要求和笔墨技

法；

实训任务：了解掌握水墨人物画的造型与表现特征；

支

撑课程目

标 1

12

实训二水墨人物写生练习（必做）

实训目的：了解水墨人物画写生方法步骤；

实训任务：水墨人物画写生笔墨技法应用

支

撑课程目

标 1

12

实训三水墨人物小品临摹练习（必做）

实训目的：了解水墨人物小品画创作步骤、画法；

实训任务：掌握水墨人物小品画造型及笔墨表现方法；

支

撑课程目

标 1、2

12

实训四 主题性水墨人物画创作练习（必做）

实训目的：了解主题性水墨人物画创作方法步骤

实训任务：培养学生主题性人物画创作能力；

支

撑课程目

标 1、3

12

合计 48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理论课全部采用多媒体教学，应用自编或改编的多媒体课件。同时通

过课程讲授和学生练习实践以及教师示范，重视师生互动，加强作品点评

总结辅导，将课堂教学变为师生共同活动的过程。

拓展延伸教学空间，鼓励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强化实践练习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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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生水墨人物画写生创作能力。

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口头训练)

J

教学条件

要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要求等）

1．时间安排除了课堂教学外，学生练习要延伸到课外，充分利用课余时间；

2．理论部分教学使用多媒体教学，学生练习实践使用教室、画室；

3．为了方便学生实践练习，提供高质量范图；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作业

评分

占比

（%）

课堂

表现

评分

占比

（%）

期中

考试

评分

占比

（%）

小组

活动

评分

占比

（%）

期末

考试

评分

占比

（%）

课程目标

1（60%）

1.水墨人物画的造型和笔墨技

法作业练习（水墨人物头像、

全身像临摹与写生）；

2.水墨人物小品作业练习（水

墨人物小品临摹）

3. 主题性水墨人物画创作（期

末考试）

20 40 -

课程目标

2（10%）

水墨人物画与学生班级教育活

动筹划
10 -

课程目标

3（30%）

水墨人物画创新发展方向与中

学传统绘画教学改革
30

总分 60 40 0.7

考核方式 配分 评分说明

祖业 60

1.水墨人物画临摹 4张、水墨人物画写生练习 3张、水墨

人物小品临摹练习 2张、主题性水墨人物画创作 1张，以

100 分制，期末成绩以平时作业成绩 X0.2 计算。平时成绩

占比 20%。

2.以传统水墨人物画为主题筹划学生班级文体活动：要求

主题突出、有特色。平时成绩占比 10%

3.以人教版美术教材九年级下册第四课“20 世纪中国美术

巡礼——中国画改革与创形式新高潮”内容，结合美术教

学设计和实施谈谈水墨人物画创新发展方向与中学传统绘

画教学改革的思路。以 100 分制，成绩占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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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 40 水墨人物画创作,考核选题、构思、构图、创作、表现；

L

学习建议

1．临摹练习是学习中国画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练习实践时必须严格按照

临摹规范要求，做到认真遵重原作特点。

2．临摹练习前需要认真分析研究原作作者创作思路、构图及作品艺术特色，

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临摹作业画面效果要求达到或接近原作效果。

3．写生、创作实践要体现临摹学习成果，把临摹练习成果运用到写生、创

作实践中，同时，创作实践多反映现实生活。

M

评分量表
《人物画创作》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批意见：大纲符合培养要求，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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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人物画创作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注重

理论学习、优秀作

品赏析与实践应用

相结合。在掌握相

关技法理论的同

时，学会分析优秀

的人物画作品，掌

握水墨人物画人物

画的写生造型与创

作方法。（支撑毕

业要求 3.2）

能够熟练了解掌

握水墨人物画的发

展历史和基本理论

知识，熟练掌握水墨

人物的学习方法。熟

练掌握水墨人物写

生和创作方法，笔墨

处理轻松自如，有思

路有探索创新精神，

水墨人物写生构图

完整，形象生动。

水墨人物创作

主题突出，有立意，

人物造型准确、生

动，强画面组织、情

感表达和和笔墨处

理能力强。

能够掌握水墨人物

画的发展历史和基本

理论知识，掌握水墨人

物画的学习方法。比较

熟练掌握水墨人物写

生和创作方法，笔墨处

理轻松自如，有思路有

探索创新精神，水墨人

物写生构图完整，形象

比较生动。

水墨人物创作主

题比较突出，有立意，

人物造型比较准确、生

动，有较强画面组织、

情感表达和和笔墨处

理能力。

能够熟悉水墨人

物画的发展历史和基

本理论知识，熟悉水

墨人物画的学习方

法。能掌握水墨人物

写生和创作方法，笔

墨处理轻松自如，水

墨人物写生构图完

整。

水墨人物创作有

主题、立意，人物造

型比较准确、生动，

有画面组织、情感表

达和和笔墨处理能力

尚好。

能够了解水墨人

物画的发展历史和基

本理论知识，基本掌

握水墨人物画的学习

方法。能初步掌握水

墨人物写生和创作方

法，笔墨处理简单，

缺乏变化，水墨人物

写生构图一般。

水墨人物创作选

题、立意一般，人物

造型不够准确、生动，

有画面组织、情感表

达和和笔墨处理一

般。

未能掌握水墨人

物画的发展历史和基

本理论知识，不熟悉

水墨人物画的学习方

法。不能掌握水墨人

物写生和创作方法，

笔墨处理呆板，水墨

人物写生构图不完

整。

水墨人物创作缺

乏主题、立意，人物

造型不够准确、生动，

有画面组织、情感表

达和和笔墨处理差。

课程目标 2：通过

了水墨人物画学

习，担负起传承中

国传统文化和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责

任。学会利用艺术

能够担负起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

播中国传统文化责

任。很好结合学生实

际、突出课程特点，

活动方案主题突出、

能够担负起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责任。能

够结合学生实际、较能

突出课程特点，活动方

案主题比较突出、思路

基本能够担负起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责

任。尚能结合学生实

际、突出课程一些特

点，活动方案主题较

基本能担负起传

承中国传统文化和传

播中国传统文化责

任。结合学生实际、

突出课程特点较一

般，活动方案主题不

无法担负起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责任。

未能结合学生实际、

突出课程特点，活动

方案主题不突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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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组织开展文体

和学生教育活动，

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支撑毕业要

求 5.2）

思路清晰、有创新，

可操作性强，特色鲜

明。

清晰、有一定创新，可

操作性强，有一定特

色。

突出、思路比较清晰，

可操作，较有特色。

够较突出、思路比较

不够清晰，缺乏特色。

乏思路，条理不清晰、

没有特色。

课程目标 3：学习

研究水墨人物画创

作创新发展，关注

中学美育改革发展

的前沿动态，推动

中学传统绘画教学

改革，能够利用课

程所学专业知识解

决今后美术教学出

现的问题。（支撑

毕业要求 7.2）

能够熟悉水墨人

物画创作创新发展，

关注中学美育改革

发展的前沿动态，积

极推动中学传统绘

画教学改革，能够熟

练利用课程所学专

业知识解决今后美

术教学出现的问题。

比较熟悉水墨人物

画创作创新发展，关注

中学美育改革发展的

前沿动态，推动中学传

统绘画教学改革，能够

利用课程所学专业知

识解决今后美术教学

出现的问题。

比较了解水墨人

物画创作创新发展，

关注中学美育改革发

展的前沿动态，了解

中学传统绘画教学改

革，利用课程所学专

业知识解决今后美术

教学出现的问题。

不够了解水墨人

物画创作创新发展，

关注中学美育改革发

展的前沿动态，对中

学传统绘画教学改革

关注不足，比较缺乏

利用课程所学专业知

识解决今后美术教学

出现的问题。

不了解水墨人物

画创作创新发展，无

法关注中学美育改革

发展的前沿动态，不

能关注中学传统绘画

教学改革，缺乏利用

课程所学专业知识解

决今后美术教学出现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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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山水画创作》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山水画创作
课程

代码
2412420921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6学期 学分 2 课程负责人 邓维明

总学时 48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32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中国美术史》《山水画临摹》

后续课程：毕业创作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国画方向）

A

参考教材

张谷旻，《从写生走向创作》，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 年。

陆俨少，《陆俨少写意山水画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 年。

B

主要参考

书籍

[1]洪再新：《中国美术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 年

[2]潘天寿：《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 年版

[3]谢稚柳：《水墨画》，上海书报出版社，2003 年版

[4]张大千：《大风堂中的龙门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 年版

C

线上学习

资源

超星平台《中国画》、课程 PPT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在前期的山水画临摹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独立创作中国山水画

的能力。通过对山水构图形式的深度理解，对山水画审美和主要流派山水

表现样式的进一步学习，通过实地写生，理解当代山水画构成样式，提升

山水画用笔、用水、用墨、用色技巧能力，系统了解山水画美学的基础知

识和基本理论，加深对山水“境界”的认识，并能够独立完成山水画的创

作过程。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1：能从写生到创作草图、到实际作品的完成过程中归纳总结山

水创作的基本规律，运用山水画创作形式、印章题款和构图的多种规律和

原理，运用山水画的用笔用墨用水用色的技巧，完成一定数量的山水画创

作作品，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有正确的艺术观和创作观。（支撑毕

业要求 3.2）

课程目标 2：能从文化的角度用自己的话表达对中国山水画的精神内涵的

理解，能通过组织开展艺术展示活动和学生教育活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提升文化自信。（支撑毕业要求 5.2）

课程目标 3：能够善于发现并用自己的话描述解释生活中的美和美术现象，

运用所学知识和能力美化生活，同时能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学会反思、

举一反三，具备一定的分析总结概括能力。运用专业知识解决美术教育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支撑毕业要求 7.2）

https://www.kongfz.com/writer/322577/
https://www.kongfz.com/publisher/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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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3.2 专业发展知识】掌握一定的

美术创作能力，能够灵活运用艺术

语言，解读美术作品意蕴，具备一

定的审美判断能力和良好的艺术

赏析能力。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

2

【5.2 班级活动能力】能够组织策

划班级活动，通过开展主题班会、

家长会（家访）、集体活动等形式，

开展教育活动，指导学生发展、评

价学生综合素质，具备组织班级、

校园文化活动的能力。

班级指导（5）

课程目标

3

【7.2反思改进能力】初步掌握教

育教学活动的反思方法与技能，具

有一定创新意识，能够运用批判性

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美术教育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

学会反思（7）

F

理论学习

内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学时

分配

第一章 山水画创作概论

认识层次：当下山水画创作倾向现状

领会层次：山水画创作的几种方法

分析层次：分析山水画美学的性质

评价层次：判断山水画美学的人文品格

支撑课程目标

1、2、3
4

第二章 创作论

认识层次：山水形式美感问题的探讨

领会层次：形式美感的形成

分析层次：比较山水画自然与形式的联系与

区别

评价层次：说出美感的认知过程与特征

支撑课程目标

1、2、3
4

第三章 山水意境

知道层次：描述生活美、艺术美等存在形态

领会层次：解释秀美、高古等表现形态

分析层次：分析意境产生的过程

评价层次：判断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形态

及其文化特征

支撑课程目标

3
4

第四章 山水审美

知道层次：描述山水画美学史上主要的美育

思想（自然与人文、天人合一）

分析层次：分析审美教育的功能与特点

评价层次：品议审美教育的途径与方式

支撑课程目标

3
4

合计 16

G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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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实训）

内容

目标 分配

实践一：山水的构图练习。（1、画面的黑白

灰处理 2、画面的色彩层次处理 3 聚散开合

和疏密关系 4结合古代和现代作品赏析）

实验目的：理解构图，提升山水画创作的能

力。

实验任务：构图归纳

支撑课程目标

1
12

实践二：山水写生材料的整理（写生到创作

的转变 2）

实验目的：从素材中整理创作元素，提升山

水画创作的能力。

实验任务：创作草图的练习

支撑课程目标

1
10

实践三：山水画的审美和创作（山水的笔墨

美感、结合山水构图、古今风格和写生资源

进行山水创作）。

实验目的：学会创作

实验任务：独立创作山水作品

支撑课程目标

1
12

合计 32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时长

分配

合计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模仿式教学：对课程中涉及的重要知识点、难点进行讲解，并提出问题，

让学生参与思考，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参考与临摹古代经典作品，学

习古人古法，掌握传统精髓。

2.演示性教学：与学生分享教学经验分享，开展创作交流、讨论等教学活

动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习效率。配合示范教学让学生掌握技能要领。

4.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如口头训练等)

J

教学条件

需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需求等）

1.多媒体设备。

2.创作所需要的不同参考书籍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作业评

分占比

（%）

期中考

试评分

占比

（%）

课堂

表现

评分

占比

期末

考试

评分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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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课程目标

1（60%）
山水画创作 40 30 -

课程目标

2（10%）
山水画创作学习心得 10 -

课程目标

3（30%）
从创作草图制作和提炼 20 -

总分 70 30

考核方式 配分 评分说明

作业 60

本课程为技能实践课程，阶段学习成果山水画创作数量

建议三幅，尺寸建议：四尺全开 1幅，其他 2幅尺寸不

小于四尺三开。（以上作业练习，任课教师可以在数量

和格式上灵活多样。）

此项作业主要以创作形式评价学生对创作基本知识和

技巧的掌握能力。每幅画均以 100 分计算，然后按占比

核算。

实验

期中考试

小组活动 10
学习心得撰写，个人表述课程学习中的认识和技能提

升、围绕专业课程学习和课程延伸进行撰写。

期末考试 30

期末考试（结课考试）以完成现场山水创作作品一幅为

基本内容，尺寸格式随机，因为时间限制，建议小画幅

为宜，评分标准是依据作业完整性、学术性、创造性、

形式感、构图来进行综合评分的。以 100 分计算，然后

按占比核算。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提问、讨论、练习等环节，

树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加深对理论与技能的理解和运

用。

2.研究性学习。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使学生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对自己的学习进行反思，并获

得终身学习的理念。

3.培养性学习。在课堂和课堂外对学生进行创作性培养，鼓励学生深入生

活，提高观察与表现能力，建立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进行个人创作。

M

评分量表
山水画创作学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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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2 月 15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5 年 2 月 15 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5 年 2 月 15 日

审批意见：大纲符合培养要求，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5 年 2 月 15 日



74

《山水画创作》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

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大学三年级学

生能从写生到创作草图、

到实际作品的完成过程中

归纳总结山水创作的基本

规律，运用山水画创作形

式、印章题款和构图的多

种规律和原理，运用山水

画的用笔用墨用水用色的

技巧，完成一定数量的山

水画创作作品，有较强的

创新意识和能力，有正确

的艺术观和创作观。

在实践创作中能够扎实

地掌握山水画创作构图

的一般规律,基本形式和

题款印章知识，具备超强

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创作

的山水画作品具有很好

的原创意识和理念。

在实践创作中能够熟练

掌握山水画创作构图的

一般规律,基本形式和

题款印章知识，具备较

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创作的山水画作品具备

较好的原创意识和理

念。

在实践创作中能够

较好掌握山水画创

作构图的一般规

律,基本形式和题

款印章知识，具备

较强的创新意识和

能力，具备一定的

创新意识和能力，

具备一定的原创意

识和理念。

在实践创作中基本

掌握山水画创作构

图的规律,基本形式

和题款印章知识程

度一般，具备一些创

新意识和能力，创作

的山水画作品有一

些原创意识和理念。

未能很好地掌握山

水画创作构图的一

般规律,基本形式

和题款印章知识，

基本没有创新意识

和能力，作品缺乏

没有原创意识和理

念。

课程目标 2：能从文化的角

度用自己的话表达对中国

山水画的精神内涵的理

解，能通过组织开展艺术

展示活动和学生教育活

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提升文化自信。

能很好了解山水画的基

本概念，能够很好掌握山

水画基础理论，很好掌握

各环节过程。学习过程中

个人理解思辨能力显著

提升，对文化自信和情感

认同理解深刻。

能较了解山水画的基本

概念，能够较好掌握山

水画基础理论，较好掌

握各环节过程。学习过

程中个人理解思辨能力

有较明显提升，对文化

自信和情感认同理解较

深刻。

能很好了解山水画

的基本概念，能够

很好掌握山水画基

础理论，很好掌握

各环节过程。学习

过程中个人理解思

辨能力显著提升，

对文化自信和情感

认同理解深刻。

能基本了解山水画

的基本概念，能够基

本掌握山水画基础

理论，基本掌握各环

节过程。学习过程中

个人理解思辨能力

有所提升，对文化自

信和情感认同理解

较好。

能很好了解山水画

的基本概念，能够

很好掌握山水画基

础理论，很好掌握

各环节过程。学习

过程中个人理解思

辨能力显著提升，

对文化自信和情感

认同理解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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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能够善于发现

并用自己的话描述解释生

活中的美和美术现象，运

用所学知识和能力美化生

活，同时能运用批判性思

维方法，学会反思、举一

反三，具备一定的分析总

结概括能力。运用专业知

识解决美术教育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

能够很好运用专业技法

及画面处理方法表达个

人创作意图以及创作理

念，以及培养创新表达与

能力表达等综合创作能

力。

能够良好运用专业技法

及画面处理方法表达个

人创作意图以及创作理

念，以及培养创新表达

与能力表达等综合创作

能力。

能够较好运用专业

技法及画面处理方

法表达个人创作意

图以及创作理念，

以及培养创新表达

与能力表达等综合

创作能力。

能够基本运用专业

技法及画面处理方

法表达个人创作意

图以及创作理念，以

及培养创新表达与

能力表达等综合创

作能力。

未能运用专业技法

及画面处理方法表

达个人创作意图以

及创作理念，以及

培养创新表达与能

力表达等综合创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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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油画全身像》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油画全身像》
课程

代码
2412430925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

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6 学分 3 课程负责人 黄道兵

总学时 72
理论学

时
24 实践学时 48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油画人体》

后续课程：《油画风景》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油画方向）

A

参考教材
《油画教学》毛岱宗编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20 年 8 月 第一版

B

主要参考

书籍

[1]《当代艺术家油画材料与技法》 [美]克里夫 易莫泽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 01 月

[2]《油画技法》 马一丹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6 月 1 日

[3]《油画》何军,杨洋,董文通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年 4 月

C

线上学习

资源

1.本课程已经建立超星平台网络课程，同学们依据学校提供的帐号与密码

登录课程网站，可查看教学大纲、授课计划、考核方法、教学视频、音频、

阅读资料、网络文献链接网址等教学资源。

2.企业微信平台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是是美术类本科院校美术学（油画方向）专业课，是油画人物中最

重要课程之一。该课程重点解决人物的基本造型以及着衣后的变化，通过

理论学习和写生实践，掌握运用油画综合语言创作富有艺术表现力的油画

全身像作品。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通过传统经典作品临摹和现代人物画写生，掌握油画全身像基

本技法和全身像人物色彩造型的表现技法；能够解读中西方经典人物画作

品的审美意蕴，具备一定的审美判断能力和良好的艺术赏析能力。（支撑

毕业要求 3.2）

课程目标 2：能用自己的话说出组织策划班级活动，通过开展油画全身像主

题班会、集体研讨活动等形式，开展教育活动，指导学生学习、评价学生

综合素质，具备组织班级、校园文化活动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5.2）

课程目标 3：了解国内外美术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动态，能够适应时代和教

育发展需求，初步掌握油画全身像教育教学活动的反思方法与技能，具有

一定创新意识，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美术教育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支撑毕业要求 7.2）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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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

【3.2 专业发展知识】掌握一定的美术创作

能力，能够灵活运用艺术语言，解读美术作

品意蕴，具备一定的审美判断能力和良好的

艺术赏析能力。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 2

【5.2 班级活动能力】能够组织策划班级活

动，通过开展主题班会、家长会（家访）、

集体活动等形式，开展教育活动，指导学生

发展、评价学生综合素质，具备组织班级、

校园文化活动的能力。

班级指导（5）

课程目标 3

【7.2 反思改进能力】初步掌握教育教学活

动的反思方法与技能，具有一定创新意识，

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美术

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学会反思（7）

F

理论学习内

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理论学

时分配

第一章课程导论

知道层次：说出油画全身像的课程性质、学习的目的与

价值等。

领会层次：能用自己的话叙述油画全身像在油画肖像发

展中的作用与地位。阐述美术教师在立德树人上的工作

意义，具有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念，

能够对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研究兴趣，与时代结

合，表现健康积极向上的人物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培

养学生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性格。

应用层次：运用导论知识制定油画全身像理论与实践的

学习方案 。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8

第二章油画全身像概述，油画历史与沿革

知道层次：复述油画的发展史和油画肖像、油画全身像

的概念，及它们在油画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

领会层次：说明油画肖像的知识框架和油画油画全身像

学习方法。

应用层次：运用油画肖像的理论来提升对油画全身像写

生的理论素养。

分析层次：指出油画全身像发展的时代性。

综合层次：总结油画肖像时代发展特点，寻找油画全身

像写生的表现路径与形式。

评价层次：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油画肖像艺术特点，为

油画全身像的表现提供理论支持。

支撑课程

目标 1、3

8

第三章油画全身像表现技法研究

知道层次：说出油画全身像表现技法的基础理论和作画

步骤。

领会层次：叙述油画全身像表现技法与表现形式。

应用层次：运用油画全身像的理论于写生实践中。

分析层次：评析优秀的油画全身像的图例进行技法表现

与形式的研究。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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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层次：归纳不同时期油画全身像的表现技法与形

式，寻找油画全身像写生的表现路径与形式。

评价层次：总结不同时期油画全身像的表现技法与形式

特点，提高技法表现与形式的理论素养。具有反思的意

识，理解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的意义。

合计 24

G

实验（实训）

内容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实训一油画全身像临摹（必做）

实验目的：理解、掌握油画全身像作画的步骤和方法

实验任务：掌握油画全身像作画的步骤和方法。
支撑课程

目标 1、2
8

实训二 油画全身像写生（必做）

实验目的：培养造型的能力和艺术表现的能力。

实验任务：掌握油画全身像写生的方法与表现。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40

合计 48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一）油画全身像临摹练习；

（二）油画全身像写生练习2张（男、女青年各1张，

80*100厘米）；

（三）油画全身像写生与表现练习 2张（男、女中老年

各 1张，80*100 厘米）；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48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教学方法:

1.理论课全部采用多媒体教学，应用自编或改编的多媒体课件，加上一些

CD 动画，改善理论课的枯燥和沉闷，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加强授课效果。

2.开通网络课堂，达到与学生及时沟通、交流的目的。同时重视师生互动

与小组活动，组织课堂小组讨论、鉴赏和评价等活动，将课堂教学变为师

生共同活动的过程。

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口头训练)

J

教学条件

要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要求等）

1．时间安排除了课堂教学外，学生练习要延伸到课外，充分利用课余时间；

2．理论部分教学使用多媒体教学，学生练习实践使用教室、画室；

3．为了方便学生实践练习，提供高质量范图；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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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评分

占比

（%）

实 验

评 分

占 比

（%）

期 中

考 试

评 分

占 比

（%）

小 组

活 动

评 分

占 比

（%）

期 末

考 试

评 分

占 比

（%）

课程目标

1（60%）

油画全身像写生（对专业技能

的掌握）
25 35 -

课程目标

2（10%）

1.开展油画全身像主题研讨、

教育等形式活动。

2.对集体学习、评价活动的了

解程度。

10 -

课程目标

3（30%）

1.教学过程评价与反思：进行

有效学习，养成反思学习习惯。

2.学习心得：油画全身像基础

知识，具有反思意识，理解反

思对课程学习的重要性。

15 15 -

总分 50 50 0.8

考核方式 配分 评分说明

作业 50

安排 4次课堂训练作业，平时成绩以作业+课程活动表现

计算。平均分*50%＝平时成绩。

课堂训练作业主要评判学生对所学专题理论知识的掌握

和应用能力。作业具体评量标准见课程考试大纲。

实验

期中考试

小组活动

期末考试 50

期末结课时安排一张（一幅写生作业和课程小结）综合训

练作业，以百分制*50%＝期末成绩。

期末综合训练作业主要评判学生对本门课程所学理论知

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作业具体评量标准见课程考试大

纲。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建议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并通过网络、图书馆自主查阅课程

中涉及的学习资源，独立规划自己的课程学习计划，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

能动性。

2.研究性学习。鼓励学生针对课程教学内容，尝试理论结合实践的学习方

式，开展油画全身像相关的专题讲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了解国内外

最新油画全身像知识，开阔学生的视野。

M

评分量表
《油画全身像》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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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批意见：大纲符合培养要求，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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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全身像》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

通过传统经典作品

临摹和现代人物画写

生，掌握油画全身像基

本技法和全身像人物

色彩造型的表现技法；

能够解读中西方经典

人物画作品的审美意

蕴，具备一定的审美判

断能力和良好的艺术

赏析能力。

能够扎实地掌

握油画全身像基本

技法和全身像人物

色彩造型的表现技

法，整体的理解人体

内部构造与外部特

征以及油画全身像

的造型规律。具备较

好的审美判断能力

和良好的艺术赏析

能力。

能够较好地掌握

油画全身像基本技法

和全身像人物色彩造

型的表现技法，整体

的理解人体内部构造

与外部特征以及油画

全身像的造型规律。

具备一定的审美判断

能力和良好的艺术赏

析能力。

能够基本掌握

油画全身像基本技

法和全身像人物色

彩造型的表现技法，

整体的理解人体内

部构造与外部特征

以及油画全身像的

造型规律。具备一定

的审美判断能力和

艺术赏析能力。

能够基本掌握

油画全身像基本技

法和全身像人物色

彩造型的表现技法，

整体的理解人体内

部构造与外部特征

以及油画全身像的

造型规律。具备一定

的审美判断能力和

艺术赏析能力。

不能很好掌握

油画全身像基本技

法和全身像人物色

彩造型的表现技法，

不能整体的理解人

体内部构造与外部

特征以及油画全身

像的造型规律。不具

备审美判断能力和

艺术赏析能力。

课程目标 2.

能用自己的话说

出组织策划班级活动，

通过开展油画全身像

主题班会、集体研讨活

动等形式，开展教育活

动，指导学生学习、评

价学生综合素质，具备

组织班级、校园文化活

动的能力。

能很好地组织、

参与油画全身像主

题班会、集体研讨活

动等形式，能深刻理

解组织课题活动对

指导学生学习的重

要性，具备很强组织

能力。

能较好地组织、

参与油画全身像主题

班会、集体研讨活动

等形式，能较刻理解

组织课题活动对指导

学生学习的重要性，

具备很强组织能力。

基本能参与油

画全身像主题班会、

集体研讨活动等形

式，能理解组织课题

活动对指导学生学

习的重要性，具备一

定组织能力。

基本能参与油

画全身像主题班会、

集体研讨活动等形

式，能理解组织课题

活动对指导学生学

习的重要性，具备一

定组织能力。

基本不参与油

画全身像主题班会、

集体研讨活动等形

式，不理解组织课题

活动对指导学生学

习的重要性，组织能

力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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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了解国内外美术

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

动态，能够适应时代和

教育发展需求，初步掌

握油画全身像教育教

学活动的反思方法与

技能，具有一定创新意

识，能够运用批判性思

维方法分析和解决美

术教育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

能够很好地掌

握油画全身像教育

教学活动的反思方

法与技能，具有一定

创新意识，能较好运

用批判性思维方法

分析和解决课程学

习中存在的问题。

能够较好地掌握

油画全身像教育教学

活动的反思方法与技

能，具有一定创新意

识，能够运用批判性

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

课程学习中存在的问

题。

基本能掌握油

画全身像教育教学

活动的反思方法与

技能，具有一定创新

意识，能够运用批判

性思维方法分析和

解决课程学习中存

在的问题。

基本能掌握油

画全身像教育教学

活动的反思方法与

技能，缺少创新意

识，运用批判性思维

方法分析和解决课

程学习中存在问题

的能力较弱。

不能掌握油画

全身像教育教学活

动的反思方法与技

能，缺乏创新意识，

不能运用批判性思

维方法分析和解决

课程学习中存在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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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油画风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油画风景》
课程

代码
2412420926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

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6学期 学分 2 课程负责人 郑荣儒

总学时 48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32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油画全身像》

后续课程：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油画方向）

A

参考教材
《油画风景写生》翁凯旋、刘影著 西南师大出版社，2014 年

B

主要参考

书籍

《色彩的高度》任志忠编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油画静物》尼古拉耶夫等绘.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油画》钱锋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希施金油画集书籍/伊万希什金俄罗斯森林歌手风景画家原作品画册》岭

南美术出版社

《灵动的风景：穿越德意志艺术时空》国外精品油画册, 天津人民美术出

版社

《西方美术史上的经典——风景大师油画风景画册》作者: 朗绍君.浙江人

民美术出版社, 2008-10-1

C

线上学习

资源

1.本课程已经建立超星平台网络课程，同学们依据学校提供的帐号与密码

登录课程网站，可查看教学大纲、授课计划、考核方法、教学视频、音频、

阅读资料、网络文献链接网址等教学资源。

2.企业微信平台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是是美术类本科院校美术学（油画方向）专业课，是油画课程

中最重要课程之一。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正确掌握油画风景写生与创作的综

合色彩表现能力和色彩审美能力，并通过不同的光影、色彩以及油画个性

语言反映出自己的作品风貌。通过油画风景课程的教学，可提升学生油画

色彩语言的主观分析与色彩分类归纳，从而进一步理解自然美、艺术美的

共同点和不同点。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了解油画风景写生与创作的概念、发展过程、表现手法等

基本理论，明确油画风景写生的目的及功能，理解油画风景写生与创作的

审美语言，基本掌握油画风景写生与创作的表现步骤方法、形式语言与油

画风景的表现技法。（支撑毕业要求 3.2专业发展知识）

课程目标 2：能够组织策划班级户外风景写生活动，通过开展主题班级

讨论形式，开展作品展示活动，指导学生发展、评价学生综合素质，具备

组织班级、校园文化活动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5.2 班级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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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了解国内外美术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动态，能够适应时代

和教育发展需求，初步掌握教育教学活动的反思方法与技能，具有一定创

新意识，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美术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支撑毕业要求 7.2 具备反思改进能力）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3.2 专业发展知识】掌握一定的美术创作

能力，能够灵活运用艺术语言，解读美术作

品意蕴，具备一定的审美判断能力和良好的

艺术赏析能力。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 2

【5.2 班级活动能力】能够组织策划班级活

动，通过开展主题班会、家长会（家访）、

集体活动等形式，开展教育活动，指导学生

发展、评价学生综合素质，具备组织班级、

校园文化活动的能力。

班级指导（5）

课程目标 3

【7.2 反思改进能力】初步掌握教育教学活

动的反思方法与技能，具有一定创新意识，

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美术

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学会反思（7）

F

理论学习

内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理论学

时分配

第一章课程导论

知道层次：说出油画风景的课程性质、学习的目的与价

值等。

领会层次：叙述油画风景写生与创作在油画风景发展中

的作用。

应用层次：运用油画风景的艺术理论指导写生与创作实

践。

支撑课程

目标 1
4

第二章油画风景写生与创作概述

知道层次：说出油画风景写生与创作的概念及理论知

识。

领会层次：叙述油画风景写生与创作的知识框架和学习

方法。

应用层次：运用油画风景写生与创作的理论知识来提升

对油画风景的艺术表现。

分析：油画风景不同时期的绘画特点。

综合：油画风景不同时期的绘画特点，寻找油画风景写

生与创作的表现路径与方式。

评价：油画风景不同时期的绘画特点，为油画风景写生

与创作的艺术表现提供理论支持。

支撑课程

目标 1

4

第三章 油画风景写生的方法、步骤及表现形式

知道层次：说出油画风景写生的方法、步骤及表现形式

领会层次：叙述油画风景写生的表现技法与表现形式。

支撑课程

目标 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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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层次：运用油画风景写生的理论于写生实践中。

分析：优秀油画风景的图例进行技法表现与形式的研

究。

综合：不同时期油画风景的表现技法与形式，寻找油画

风景写生的表现路径与形式。

评价：不同时期油画风景写生与创作的表现技法与形式

特点，提高技法表现与形式的理论素养。

第四章油画风景像实践总结与讲评

知道层次：说出油画风景写生的表现技法理论和作画步

骤。

领会层次：叙述欣赏不同技法形式的油画风景优秀作

品。美术教师在立德树人上的工作意义，具有人文底蕴

和科学精神，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念，能够对美术教育理

论与实践产生研究兴趣；与时代结合，表现健康积极向

上的人物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培养学生健康积极向上

的精神面貌和性格。

应用层次：运用油画风景的技法理论对作品进行分析评

价。

支撑课程

目标 2、3
4

合计 16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实训一油画风景临摹（必做）

实验目的：理解、掌握油画风景作画的步骤和方法

实验任务：掌握油画风景作画的步骤和方法。
支撑课程

目标 1

8

实训二 油画风景写生（必做）

实验目的：培养造型的能力和艺术表现的能力。

实验任务：掌握油画风景写生的方法。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24

合计 32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教学方法:

1.理论课采用多媒体教学，应用自编或改编的多媒体课件，加上一些 CD 动

画，改善理论课的枯燥和沉闷，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加强授课效果。

2.户外风景写生采用辅导课堂写生教学，开通网络课堂，达到与学生及时

辅导、沟通、交流的目的。

3.作业讲评与讨论重视师生互动与小组活动，组织课堂作业讲评、小组讨

论、鉴赏和评价等活动，将课堂教学变为师生共同活动的过程。

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口头训练)

J

教学条件

1.画室

2.户外写生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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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作业

评分

占比

（%）

实验

评分

占比

（%）

期中

考试

评分

占比

（%）

小组

活动

评分

占比

（%）

期末

考试

评分

占比

（%）

课程目标

1（60%）

1.油画风景临摹

2.油画风景课堂写生

3.油画风景考试写生

30 30 -

课程目标

2（10%）
写生活动表现及课堂讨论 10 -

课程目标

3（30%）
写一份 800 字学习心得 30 -

总分 70 30 0.8

考核方式 配分 评分说明

平时作业

学习心得

及课堂表

现

70

平时作业取平均分计算平时成绩，占课程得分权重 30%，

作业具体评量标准见课程考试大纲；写生活动表现及课堂

提问讨论，过程考核成绩占课程得分权重 10%；结课写一

份 800 字课程学习心得，占课程得分权重 30%。

实验

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 30
期末结课时安排一张（一幅）综合考查写生作业，占课程

得分权重 30%，作业具体评量标准见课程考试大纲。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建议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并通过网络、图书馆自主查阅课程

中涉及的学习资源，独立规划自己的课程学习计划，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

能动性。

2.研究性学习。鼓励学生针对课程教学内容，尝试理论课结合专题报告的

教学方式，开展相关的油画风景进展和专题讲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了解国内外最新知识，开阔学生的视野。

3.实践动手学习。鼓励学生多角度多方位在生活实践中取材、提炼，提高

对生活中的美的发现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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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评分量表
《油画风景》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批意见：大纲符合培养要求，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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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风景》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了解

油画风景写生与创作

的概念、发展过程、表

现手法等基本理论，明

确油画风景写生的目

的及功能，理解油画风

景写生与创作的审美

语言，基本掌握油画风

景写生与创作的表现

步骤方法、形式语言与

油画风景的表现技法。

能够扎实地掌握油画

风景写生与创作的基

本表现手法、油画风

景写生与创作的形式

与风景油画的表现技

法。深刻理解油画风

景写生与创作的审美

语言。很明确油画风

景写生的目的及功

能。

能够掌握油画风景写

生与创作的基本表现

手法、油画风景写生

与创作的形式与风景

油画的表现技法。理

解油画风景写生与创

作的审美语言。明确

油画风景写生的目的

及功能。

能够基本掌握油画风

景写生与创作的基本

表现手法、油画风景

写生与创作的形式与

风景油画的表现技

法。基本理解油画风

景写生与创作的审美

语言。基本明确油画

风景写生的目的及功

能。

能够基本掌握油画风

景写生与创作的基本

表现手法、油画风景

写生与创作的形式与

风景油画的表现技

法。不太理解油画风

景写生与创作的审美

语言。基本明确油画

风景写生的目的及功

能。

不能掌握油画风景写

生与创作的基本表现

手法、油画风景写生

与创作的形式与风景

油画的表现技法。不

太理解油画风景写生

与创作的审美语言不

太明确油画风景写生

的目的及功能。

课程目标 2：通过

户外写生活动了解集

体实践和野外学习的

实施过程，学会如何策

划组织类似活动。提高

组织班级、校园文化活

动能力。

在学习过程中对写生

这类野外学习的实施

过程有深刻理解和认

识，表现优秀。

在学习过程中对写生

这类野外学习的实施

过程有较好理解和认

识，表现良好。

在学习过程中对写生

这类野外学习的实施

过程有一定理解和认

识，表现中等。

在学习过程中对写生

这类野外学习的实施

过程有基本理解和认

识，表现一般。

在学习过程中对写生

这类野外学习的实施

过程缺乏理解和认

识，表现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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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了解

风景画的发展动态，领

会油画风景写生与创

作的表现语言与形式。

初步掌握教学活动中

的反思方法与技能，具

有一定的创新意识。

对油画风景的发展动

态有很好的了解，能

够很好地领会油画风

景写生与创作的表现

语言与形式，明显提

高对油画风景写生创

作语言与形式的认

识。创新意识强。

对油画风景的发展动

态有较好的了解，能

够较好领会油画风景

写生与创作的表现语

言与形式，较明显提

高对油画风景写生创

作语言与形式的认

识。创新意识较强。

对油画风景的发展动

态基本了解，能够基

本领会油画风景写生

与创作的表现语言与

形式，有些提高对油

画风景写生创作语言

与形式的认识。创新

意识一般。

对油画风景的发展动

态有一定的了解，能

够基本领会油画风景

写生与创作的表现语

言与形式，有些提高

对油画风景写生创作

语言与形式的认识。

创新意识不明显。

对油画风景的发展动

态有些了解，不能很

好地领会油画风景写

生与创作的表现语言

与形式，没有提高对

油画风景写生创作语

言与形式的认识。创

新意识平淡。



90

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计算机辅助设计（flash）》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计算机辅助设计（flash）》
课程

代码
2412520937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4学期 学分 2 课程负责人 罗绪华

总学时 48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32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计算机辅助设计（photoshop）

后续课程：网页设计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

A

参考教材

祝红琴、刘庆著，《 Flash CS6 动画制作标准教程（微课版）》，人民邮

电出版社，2016 年

B

主要参考

书籍

[1]王超著，《中文版 Flash CS6 基础与案例教程》，清华大学出版，2013

年

[2]老虎工作室、宋一兵、马震著，《中文版 Flash CS6 动画制作 （慕课

版）》，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 年

[3]云海科技著，《中文版 Flash CS6 动画设计与制作 300 例 》，北京希

望电子出版社，2013 年

C

线上学习

资源

本课程已经建立超星平台网络课程，同学们依据学校提供的帐号与密码登

录课程网站，可查看教学大纲、授课计划、考核方法、教学视频、图片等

教学资源。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是美术学专业选修课程。培养学生对 Flash 软件的基本掌握，熟

悉 Flash 动画制作的流程及方法。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对 Flash 动画技术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领会 Flash 动画制作的基本操作方法和制作技巧，图

形的绘制与编辑、对象的编辑与修饰、文本的编辑、外部素材的应用、元

件和库、基本动画的制作、层与高级动画、声音素材的导入和编辑、制作

交互式动画、作品的测试、优化、输出和发布、综合实例等实践性的操作

环节，从而具有运用 Flash 进行二维动画的制作的能力，并能运用美术知

识和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了解 Flash 动画软件的基本概念，发展的基本历程及应用领域，

基本理论知识，学习方法及应用，综合运用跨学科知识分析和美化生活。

（支撑毕业要求 3.3跨学科学习和应用能力）

课程目标 2：知晓 Flash 动画制作的流程及方法，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Flash 的基本操作及运用，并在学习制作动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以美化人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D%F5%B3%A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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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的思维理念。领会相关动画制作的知识，能熟练运用软件进行二维动画制

作，初步的美术与信息技术设计教学能力，用美育的手段促进中学生的全

面、个性发展。（支撑毕业要求 4.2教师职业技能）

课程目标 3：知晓 Flash 动画制作软件的基本操作及运用，并且能够进行动

画作品创作，同时提高学生的动画设计的想象力、创造力，培养学生的综

合素质，能够用艺术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系统教育和积极引导，实现综合育

人教育目的。（支撑毕业要求 6.2 综合育人本领）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3.3 跨学科学习和应用能力】具备跨学科

意识和大美育观，领会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

以及社会实践的内在联系，运用美术知识美

化生活，具备跨学科视野。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 2

【4.2 教师职业技能】以学生为中心，能够

整合美术学科知识和美术学习策略指导学

生，有效利用美术学科知识和信息技术开展

教学实施与评价，用美育的手段促进中学生

的全面、个性发展。

教学能力（4）

课程目标 3

【6.2 综合育人本领】掌握美术学及相关学

科的育人知识、内容与方法，能够有效结合

美术课程思政、德育课程、主题教育、社团

活动和艺术活动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系统教

育和积极引导，实现综合育人教育目的。

综合育人（6）

F

理论学习

内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学时

分配

一、Flash 概述及其工作界面

知道层次：了解 Flash 概述、工作界面。

应用层次：了解 Flash 的诞生与发展历程、Flash 的应

用领域、知晓 Flash 的功能和特点、Flash 工作界面

支撑课程

目标 1
2

二、绘图工具的使用

知道层次：学习绘图工具的使用

应用层次：熟悉绘画工具、领会使用铅笔、线条、椭圆、

矩形、多角星形工具，学会对这些工具的属性进行设置、

学会使用“刷子工具”和“喷涂工具”、熟练使用“墨

水瓶”、“颜料桶”、“套索”、“ 橡皮”修改工具”

支撑课程

目标 1、2
2

三、变形动画的制作

知道层次：学习变形动画的制作

应用层次：认识最简单的变形动画，领会文字的变形动

画、导入图片的变形动画，熟练使用不同对象间的变形

动画、不同时间不同对象变形动画的制作、多个对象同

支撑课程

目标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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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变形动画的制作，学会使用变形提示点

四、运动动画的制作

知道层次：学习运动动画的制作

应用层次：认识库面板、领会最简单的运动动画、文字

的运动动画、图形的运动动画，熟练导入图片的运动动

画、旋转动画的制作、使用多个对象同时运动动画的制

作，学会运动动画的加速与减速

支撑课程

目标 2
2

五、引导（路径）动画的制作

知道层次：学习引导（路径）动画的制作

应用层次：领会使用普通引导层、运动引导层，懂得绘

制引导线、一个引导层引导一个运动动画、一个引导层

引导，掌握多个运动动画

支撑课程

目标 2
2

六、逐帧动画的制作

知道层次：学习逐帧动画的制作

应用层次：知晓逐帧动画的原理、学会洋葱皮的使用

支撑课程

目标 1、2
2

七、遮罩动画的制作

知道层次：学习遮罩动画的制作

应用层次：学会遮罩层的使用，领会运动层遮罩不动图

层，熟练运用不动图层遮罩运动层

支撑课程

目标 1、2
2

八、创建交互式动画

知道层次：学习创建交互式动画

应用层次：认识“动作”面板的使用、知晓基本动作脚

本语言，学会添加动作、领会常用的动作语句

支撑课程

目标 2
2

合计 16

G

实验（实训）

内容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学时

分配

一、绘图工具的使用练习

目的：学习绘图工具的使用

任务：绘图工具使用的应用练习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二、变形动画的制作练习

目的：学习变形动画的制作

任务：变形动画的制作应用练习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三、运动动画的制作练习

目的：学习运动动画的制作

任务：运动动画的制作应用练习

支撑课程

目标 2
3

四、引导（路径）动画的制作练习

目的：学习引导（路径）动画的制作

任务：引导（路径）动画的制作应用练习

支撑课程

目标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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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逐帧动画的制作练习

目的：学习逐帧动画的制作

任务：逐帧动画的制作应用练习

支撑课程

目标 1、2
4

六、遮罩动画的制作练习

目的：学习遮罩动画的制作

任务：遮罩动画的制作应用练习

支撑课程

目标 1、2
4

七、创建交互式动画的练习

目的：学习创建交互式动画

任务：创建交互式动画的应用练习

支撑课程

目标 2
4

八、综合应用实例（一）

目的：学习顺序动画综合实例

任务：综合练习----蝴蝶飞舞动画制作

支撑课程

目标 2
4

九、综合应用实例（二）

目的： 学习动作动画综合实例

任务：综合练习----写春联动画制作

支撑课程

目标 3
4

合计 32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 本课程主要注重学生的技能培养，采用多媒体教学与上机操作，使用实

物投影仪，加强示范环节，提高授课效果。

2. 课堂上改善技能课的枯燥和沉闷，课程通过多媒体教学视频，设计作品

欣赏和理论知识的加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3. 注重对上机操作的演示，将每个知识点讲清，示范，并及时发现学生问

题，及时纠正，必要时手把手教学。

4. 拓展教学空间，利用第二课堂和设计实践活动，让学生加强训练，加强

学生的动手能力。

5. 课上或者课后通过各种方式对学生的练习作业进行点评辅导，同时课上

加强学生实际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学习积极性。

6. 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如口头训练等)

J

教学条件

需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需求等）

1.安排计算机机房教室及多媒体投影设备。

2.可用的互联网，便于开展网络互动活动。”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作业

评分

占比

（%）

实验

评分

占比

（%）

期中

考试

评分

占比

小组

活动

评分

占比

期末

考试

评分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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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

1（30%）

1.变形动画的制作。2.逐帧动

画制作。
30 -

课程目标

2（60%）

1.引导（路径）动画制作。2.

顺序动画制作。
20 40 -

课程目标

3（10%）
1.动作动画制作。 10 -

总分 40 20 40 0.8

考核方式 配分 评分说明

作业 40

安排 3 次课堂训练作业，平时作业以满分 100 分计算，取

平均分计算平时成绩，合占课程得分权重 40%

课堂训练作业主要评判学生对所学专题理论知识的掌握

和应用能力。作业具体评量标准见课程考试大纲。

实验 20

实验安排一张综合应用训练作业，满分 100 分，占课程得

分权重 20%

实验综合应用训练作业主要评判学生对本门课程所学理

论知识的掌握和实际应用操作能力。作业具体评量标准见

课程考试大纲。

期中考试

小组活动

期末考试 40

期末结课时安排一张综合应用训练作业，满分 100 分，占

课程得分权重 40%

期末综合应用训练作业主要评判学生对本门课程所学理

论知识的掌握和应用操作能力。作业具体评量标准见课程

考试大纲。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建议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并通过网络视频、图书馆自主查阅

课程中涉及的学习资源，多上机操作，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能动性。

2.研究性学习。鼓励学生针对课程教学内容，参加设计活动和比赛。

M

评分量表
《计算机辅助设计（flash）》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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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批意见：大纲符合培养要求，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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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设计（flash》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了解

Flash 动画软件的

基本概念，发展的

基本历程及应用领

域，基本理论知识，

学习方法及应用，

综合运用跨学科知

识分析和美化生

活。

能够扎实地掌握

动画软件的基本知

识，Flash 动画软件发

展的基本历程、应用

领域、基本理论知识，

扎实掌握 Flash 动画

软件的学习方法。

能够掌握动画软

件的基本知识，Flash

动画软件发展的基本

历程、应用领域、基

本理论知识，掌握

Flash 动画软件的学

习方法。

能够熟悉动画软

件的基本知识，Flash

动画软件发展的基本

历程、应用领域、基

本理论知识，熟悉

Flash 动画软件的学

习方法。

能够了解动画软

件的基本知识，Flash

动画软件发展的基本

历程、应用领域、基

本理论知识，基本掌

握 Flash 软件的学习

方法。

未能掌握动画软

件的基本知识，Flash

动画软件发展的基本

历程、应用领域、基

本理论知识，不熟悉

Flash 动画软件的学

习方法。

课程目标 2.

知晓Flash动画

制作的流程及方

法，基本知识和基

本技能。Flash 的基

本操作及运用，并

在学习制作动画的

过程中，逐渐形成

以美化人的思维理

念。领会相关动画

制作的知识，能熟

练运用软件进行二

维动画制作，初步

1.能熟悉 Flash 动画

制作的流程及方法，

掌握 Flash 动画制作

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

2. 能 很 好 地 运 用

Flash 动画软件的基

本操作及运用，掌握

相关动画制作的知

识，能熟练运用软件

进行二维动画制作

等。

3.能够很好制作并独

1.能熟悉 Flash 动画

制作的流程及方法，

掌握 Flash 动画制作

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

2. 能 较 好 地 运 用

Flash 动画软件的基

本操作及运用，掌握

相关动画制作的知

识，较能熟练运用软

件进行二维动画制作

等。

3.能够较好地制作并

1.能熟悉 Flash 动画

制作的流程及方法，

掌握 Flash 动画制作

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

2.能一般运用 Flash

动画软件的基本操作

及运用，较能运用运

用软件进行二维动画

制作等。

3.能够合理的制作并

独立制作并独立完成

一定的 flash 动画制

1.较熟悉 Flash 动画

制作的流程及方法，

掌握 Flash 动画制作

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

2. 能一般运用Flash

动画软件的基本操作

及运用，一般运用运

用软件进行二维动画

制作等。

3.能初步制作并独立

完成一般的 flash 动

画制作。

1.未能熟悉 Flash 动

画制作的流程及方

法，未掌握 Flash 动

画制作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

2.未能运用 Flash 动

画软件的基本操作，

未能运用运用软件进

行二维动画制作等。

3.未能制作并不能独

立完成一般的 flash

动画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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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术与信息技术

设计教学能力，用

美育的手段促进中

学生的全面、个性

发展。

立完成一定的 flash

动画制作。

独 立 完 成 一 定 的

flash 动画制作。

作。

课程目标 3.

知晓 Flash 动

画制作软件的基本

操作及运用，并且

能够进行动画作品

创作，同时提高学

生的动画设计的想

象力、创造力，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

质，能够用艺术的

方式对学生进行系

统教育和积极引

导，实现综合育人

教育目的。

1. 能 够 熟 练 掌 握

Flash 动画制作软件

的基本操作及运用

2.能够扎实掌握进行

动画作品创作，同时

掌握动画设计教学

法，动画设计活动的

策划与实施，美术教

师综合素养很高。

1.能够掌握 Flash 动

画制作软件的基本操

作及运用。

2.能够较好掌握进行

应用动画作品制作，

同时掌握动画设计教

学法，动画设计活动

的策划与实施，美术

教师综合素养较高。

1. 能 够 较 好 掌 握

Flash 动画制作软件

的基本操作及运用。

2.能够较好掌握进行

应用动画作品制作，

同时掌握动画设计教

学法，动画制作活动

的策划与实施，美术

教师综合素养略高。

1. 基 本 能 够 掌 握

Flash 动画制作软件

的基本操作及运用。

2.基本能够掌握进行

应用动画作品制作，

同时掌握动画设计教

学法，动画制作活动

的策划与实施，美术

教师综合素养一般。

1.未能够掌握 Flash

动画制作软件的基本

操作及运用。

2.未能够掌握书法欣

赏的方法，未能掌握

进行应用动画作品制

作，未能掌握动画设

计教学法，动画制作

活动的策划与实施，

美术教师教师综合素

养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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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海报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海报设计》
课程

代码
2412520941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

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6学期 学分 2 课程负责人 万媛媛

总学时 48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32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三大构成,字体设计

后续课程：包装设计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

A

参考教材
《海报设计》宗诚、王小枫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2 月第一版

B

主要参考

书籍

《从零开始学海报招贴设计》Art Style 数码设计 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年 1 月 1 日第一版

《商业海报设计手册》史磊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年 7 月 1 日第一版

《终极海报：23 位创意大咖的设计评论与思想》 克里斯汀娜•比尔德著 人

民邮电出版社，2015.10 第一版

《海报招贴色彩搭配手册》齐琦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01 第一版

C

线上学习

资源

课程 PPT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了解海报设计的概念、起源、分类及其形态与设

计方法，掌握海报设计的基本内容，培养学生海报设计的基本创意方法。

通过实例讲解海报设计的设计要素与表现技法，创意构思和排版，通过设

计和绘制招贴实践，学习 POP 招贴设计实操，提升学生海报设计的技巧与

技能，提高学生设计能力，提升学生审美能力。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学生能够理解并掌握海报设计的概念，应用领域，设计元素，

设计原则以及表现技法，加深学生对海报设计的理解，能具备独立手绘 POP

海报设计和电脑软件设计海报的基本能力，掌握和理解相关技法和海报的

创作语言，提高创作能力和审美能力。提高学生对海报设计的审美认识，

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文化修养。（支撑毕业要求 3.3）

课程目标 2：学生能够计划和组织以海报设计为主题的班级活动以及校园文

化活动，增强专业知识，对中学生的德育、美育和心理等方面进行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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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导和教育，更加融入中学教师的角色，设计有利于提高中学生艺术素

养和综合素质的文化活动。（支撑毕业要求 5.2）

课程目标 3：运用所学专业知识独立设计海报作品，拓宽审美欣赏的视角，

达到海报设计美术教学的基本技能；并且能够学以致用，提高中学生的设

计意识和审美判断能力，从海报设计中多角度提升学生的责任、情怀和爱

心。（支撑毕业要求 6.2）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1

【3.3 跨学科学习和应用能力】具备跨学科意识

和大美育观，领会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以及社会

实践的内在联系，运用美术知识美化生活，具备

跨学科视野。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2

【5.2 班级活动能力】能够组织策划班级活动，

通过开展主题班会、家长会（家访）、集体活动

等形式，开展教育活动，指导学生发展、评价学

生综合素质，具备组织班级、校园文化活动的能

力。

班级指导（5）

课程目标3

【6.2 综合育人本领】掌握美术学及相关学科的

育人知识、内容与方法，能够有效结合美术课程

思政、德育课程、主题教育、社团活动和艺术活

动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系统教育和积极引导，实现

综合育人教育目的。

综合育人（6）

F

理论学习

内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理论

学时

分配

第一章 海报设计概述：

知道层次：海报设计的概念

领会层次：海报设计应用领域、设计元素、设计原则以及

表现技法

应用层次：海报设计的知识体系和学习方法

支撑课程

目标 1、

2、3

3

第二章 海报设计创意原理、设计要素与表现技法

知道层次：海报设计创意准则

领会层次：海报设计的设计要素与表现技法

应用层次：领会海报设计中点线面设计要素的运用，掌握

海报设计的创意表现方法，为后续创意执行打下基础

支撑课程

目标 1、

2、3

3

第三章 POP 海报设计

知道层次：POP 海报工具

支撑课程

目标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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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层次：POP 的图形和色彩

应用层次：手绘 POP 字体的设计以及手绘 POP 海报设计的

创意表现

2、3

第四章海报设计的创意表现

知道层次：海报设计的表现方法

领会层次：海报设计构思和海报设计的排版

应用层次：海报设计主题性主题性创意表现

支撑课程

目标 1、

2、3

3

合计 12

G

实验（实训）

内容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

学时

分配

合计

H

实践内容

（含教育实

习、见习、

研习，专业

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

学时

分配

一、海报设计的设计要素、构思与主题创意表现

实践目的：理解、掌握和分析海报要素、构思与主题创意

实践任务：运用海报要素进行主题创意表现

支撑课程

目标 1
8

二、POP 海报设计

实践目的：能够列出 POP 海报设计特点，综合 POP 字体书

写特点进行 POP 字体创造以及 POP 海报设计

实践任务：POP 海报设计创意和表现

支撑课程

目标 1、2 14

三、海报设计的创意构思和排版

实践目的：综合海报设计制作方法进行创作

实践任务：海报设计主题创意表现

支撑课程

目标 2、3
14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理论课采用多媒体教学讲授，应用自编的多媒体课件，改善理论课的

枯燥和沉闷，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加强授课效果，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

2.实例讲解，主题实践，达到与学生及时沟通、交流的目的。同时重视

师生互动将课堂教学变为师生共同活动的过程。

3.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口头训练)

J

教学条件

要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要求等）

1.多媒体教室

2.可用的互联网，便于开展网络互动活动

3.上课地点安排在带有大桌子的教室

K

课程目标及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101

其考核内

容、考核方

式及评分占

比

比 标的

达成

度

作业

评分

占比

（%）

实验

评分

占比

（%）

期中

考试

评分

占比

（%）

小组

活动

评分

占比

（%）

期末

考试

评分

占比

（%）

课程目标1

（60%）

掌握海报设计的概念和基本知

识，典型案例掌握海报设计的构

图形式与设计方法，掌握海报设

计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创意方法，

独立创意、绘制和电脑制作主题

海报设计。

20 40 -

课程目标2

（10%）

计划和组织以海报设计为主题

的班级活动以及校园文化活动，

通过班会、校园活动提升学生作

为中学教师的综合能力和职业

责任感。

10
-

课程目标3

（30%）

树立学生正确的艺术观与创作

观，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进行主题

海报设计活动和探索，从海报设

计中多角度提升学生的责任、情

怀和爱心。

30 -

总分 60 40 0.8

考核方式 配分 评分说明

作业 60

本课程为技能实践课程，共需提交作业 4-6 份，平时作业

以 60%计算，

平均分*60%＝平时作业成绩。

课堂训练作业主要评判学生对所学专题理论知识的掌握

和应用能力，作业具体评量标准见课程考试大纲。

实验

期中考试

小组活动

期末考试 40

期末考试以现场命题作品来完成，评分标准是依据作业完

整性、构思与构图、构成元素、色彩、排版等进行综合评

分。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建议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并通过网络、图书馆自主查阅课程

中涉及的学习资源，独立规划自己的课程学习计划，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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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性。

2.研究性学习。鼓励学生针对课程教学内容，尝试理论课结合实践的方式

进行练习与创作。了解国内外海报设计的新知识，开阔学生的视野，并参

加设计比赛。

M

评分量表
《海报设计》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批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103

《海报设计》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1.

学生能够理解并

掌握海报设计的概念，

应用领域，设计元素，

设计原则以及表现技

法，加深学生对海报设

计的理解，能具备独立

手绘POP海报设计和电

脑软件设计海报的基

本能力，掌握和理解相

关技法和海报的创作

语言，提高创作能力和

审美能力。提高学生对

海报设计的审美认识，

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

和文化修养。

能够扎实地理

解并掌握海报设计

的概念，应用领域，

设计元素，设计原

则以及表现技法等

基本知识。具备很

好的整体设计意

识，招贴设计主题

突出，熟悉 pop 海

报造型特点，很好

掌握 pop 书写方

法；熟悉 pop 海报

设计的绘制技法，

树立正确的艺术观

与创作观。

能够较好理解并

掌握海报设计的概

念，应用领域，设计

元素，设计原则以及

表现技法等基本知

识。具备较好的整体

设计意识，明确招贴

设计主题，熟悉 pop

海报造型特点，较好

掌握 pop 书写方法；

比较熟悉 pop 海报设

计的绘制技法，树立

正确的艺术观与创作

观。

能够基本掌握海

报设计的概念，应用

领域，设计元素，设

计原则以及表现技法

等基本知识。基本具

备整体设计意识，比

较明确招贴设计主

题，熟悉 pop 海报造

型特点，基本掌握pop

书写方法；基本理解

pop 海报设计的绘制

技法，较好的艺术观

与创作观。

海报设计的概

念，应用领域，设计

元素，设计原则以及

表现技法等基本知识

掌握不熟练。基本具

备整体设计意识，招

贴设计主题不够突

出，熟悉 pop 海报造

型特点， pop 书写方

法掌握不熟；对 pop

海报设计的绘制技法

理解不够熟练，基本

具备正确的艺术观与

创作观。

海报设计的概

念，应用领域，设计

元素，设计原则以及

表现技法等基本知识

掌握不达标，概念模

糊。不具备整体设计

意识，招贴设计主题

不突出，熟悉 pop 海

报造型特点，没有掌

握 pop 书写方法；不

熟悉 pop 海报设计的

绘制技法，艺术观与

创作观弱。

课程目标 2.

学生能够计划和

组织以海报设计为主

题的班级活动以及校

园文化活动，增强专业

知识，对中学生的德

能够扎实地教

给学生掌握海报设

计的创意方法，很

好设计和绘制招

贴，设计技巧与技

能熟练，设计能力

能够较好地教给

学生掌握海报设计的

创意方法，较好设计

和绘制招贴，设计技

巧与技能比较熟练，

设计能力较好，动手

能够较好地教给

学生掌握海报设计的

创意方法，比较好设

计和绘制招贴，设计

技巧与技能一般，设

计能力一般，动手操

基本教给学生掌

握海报设计的创意方

法，基本能设计和绘

制招贴，设计技巧与

技能弱，设计能力弱，

动手操作的能力弱，

没有教给学生基

本掌握海报设计的创

意方法，不能设计和

绘制完整招贴，设计

技巧与技能差，设计

能力差，动手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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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美育和心理等方面

进行更合理的引导和

教育，更加融入中学教

师的角色，设计有利于

提高中学生艺术素养

和综合素质的文化活

动。

强，动手操作的能

力强，学生有较高

的审美能力和审美

情趣。

操作的能力较好，学

生有较好的审美能力

和审美情趣。

作的能力一般，学生

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

一般。

学生审美能力和审美

情趣一般。

能力差，学生审美能

力和审美情趣差。

课程目标 3.

运用所学专业知

识独立设计海报作品，

拓宽审美欣赏的视角，

达到海报设计美术教

学的基本技能；并且能

够学以致用，提高中学

生的设计意识和审美

判断能力，从海报设计

中多角度提升学生的

责任、情怀和爱心。

绘制海报设计

作品的能力强，表

现健康积极向上的

精神面貌和性格特

征，并且能够学以

致用，提高中学生

的设计意识和审美

判断能力，从海报

设计中多角度提升

学生的责任、情怀

和爱心。

绘制海报设计作

品的能力较好，较好

表现健康积极向上的

精神面貌和性格特

征，并且能够学以致

用，提高中学生的设

计意识和审美判断能

力，从海报设计中多

角度提升学生的责

任、情怀和爱心。

绘制海报设计作

品的能力较好，基本

表现健康积极向上的

精神面貌和性格特

征，并且基本能够学

以致用，提高中学生

的设计意识和审美判

断能力，从海报设计

中多角度提升学生的

责任、情怀和爱心。

绘制海报设计作

品的能力弱，基本表

现健康积极向上的精

神面貌和性格特征，

能够学以致用，对提

高中学生的设计意识

和审美判断能力不

够，达不到从海报设

计中多角度提升学生

的责任、情怀和爱心。

绘制海报设计作

品的能力差，题材表

现不够积极向上，自

主学习能力差，不能

学以致用，不能提高

中学生的设计意识和

审美判断能力，达不

到从海报设计中多角

度提升学生的责任、

情怀和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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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陶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陶艺》
课程

代码
2412520938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

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4学期 学分 2 课程负责人 万媛媛

总学时 48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32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中国民间美术》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

A

参考教材
《陶瓷创意设计秘籍》贾克奎•阿特金著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8 年 4 月第二版

B

主要参考

书籍

《陶艺基础与创作》远宏 吴咏梅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 年 7 月第一版

《陶艺技法》 任戬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4.05 第一版

《陶艺》章星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04 第一版

《陶艺设计》 孙晶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11 第一版

《现代陶艺设计》陈小丹，陈光辉著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6.01 第一版

《世界著名陶艺工作室》白明著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5.01 第一版

《陶艺技法一、二》黄焕义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0.01 第一版

C

线上学习

资源

课程 PPT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对中国陶艺的认识，了解陶艺的概念、种类及成型

方法，掌握陶艺传统艺术的基本造型与装饰方法。通过泥条成型、泥板成型、

拉坯等造型技法练习以及刻坯、镂空、添加等装饰方法，继承中国陶瓷艺术

传统，发扬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引导，激发学生对我国现代陶艺、

传统陶艺的喜爱之情，提高审美情趣，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振奋

民族精神。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理解陶瓷艺术的概念、种类及其造型特点，理解陶瓷艺术的历

史渊源，掌握陶瓷艺术作品的造型方法与装饰方法，用泥条成型、泥板成型、

拉坯等成型技法和刻坯、镂空等装饰方法进行陶艺创意表现，运用陶瓷艺术

的创作语言，提高审美情趣，增强学生动手操作的能力，继承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支撑毕业要求 3.3）

课程目标 2：学生能够计划和组织以陶艺为主题的班级活动以及校园文化活

动，增强专业知识，对中学生的德育、美育和心理等方面进行更合理的引导

和教育，更加融入中学教师的角色，设计有利于提高中学生的艺术素养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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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素质的文化活动。（支撑毕业要求 5.2）

课程目标 3：具备制作陶艺作品的能力，拓宽审美欣赏的视角，能够学以致

用，达到美术教学的基本技能，以及创造美感的意识和责任，激发学生对我

国现代陶艺、传统陶艺的喜爱之情，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

了解现代陶艺的制作方法与装饰方法，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支撑

毕业要求 6.2）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3.3 跨学科学习和应用能力】具备跨学科意识

和大美育观，领会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以及社

会实践的内在联系，运用美术知识美化生活，

具备跨学科视野。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 2

【5.2 班级活动能力】能够组织策划班级活动，

通过开展主题班会、家长会（家访）、集体活

动等形式，开展教育活动，指导学生发展、评

价学生综合素质，具备组织班级、校园文化活

动的能力。

班级指导（5）

课程目标 3

【6.2 综合育人本领】掌握美术学及相关学科的

育人知识、内容与方法，能够有效结合美术课

程思政、德育课程、主题教育、社团活动和艺

术活动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系统教育和积极引

导，实现综合育人教育目的。

综合育人（6）

F

理论学习

内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理论

学时

分配

第五章 陶瓷艺术的概念

知道层次：陶瓷艺术的概念，陶瓷艺术的分类

领会层次：陶瓷艺术的基本特征

应用层次：运用陶瓷艺术的知识框架和学习方法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3

第二章 泥条成型、泥板成型

知道层次：泥条成型、泥板成型的材料、工具、制作方法

领会层次：泥条成型、泥板成型的知识框架和学习方法

应用层次：泥条成型、泥板成型作品赏析，泥条成型、泥板

成型陶瓷艺术作品习作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3

第三章 现代生活陶艺的创作设计实践

知道层次：现代生活陶艺的材料、工具、制作方法领会：现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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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生活陶艺的知识框架和学习方法

领会层次：用泥条成型、泥板成型、拉坯等成型技法和刻坯、

镂空等装饰方法进行陶艺创意表现

应用层次：现代生活陶艺作品赏析，现代生活陶艺作品习作

3

第四章 陶艺作品的修整、上釉、烧成

知道层次：泥坯的修整注意事项、釉的选择、上釉方法和注

意事项、烧成的条件

领会层次：泥坯的修整方法、上釉方法和烧成的知识框架和

学习方法

应用层次：修坯、上釉、烧成前准备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3

合计 12

G

实验（实训）

内容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

学时

分配

合计

H

实践内容

（含教育实

习、见习、

研习，专业

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

学时

分配

一、泥条成型、泥板成型的制作

实践目的：泥条成型、泥板成型的制作要点

实践任务：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进行创意表现

支撑课程

目标 1 12

二、综合成型技法与现代生活陶艺的创作设计实践

实践目的：综合成型、生活陶艺的制作要点

实践任务：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进行创意表现

支撑课程

目标 1、2
16

三、陶艺作品的修整、上釉、烧成

实践目的：陶艺作品修坯、上釉要点以及烧成要素

实践任务：修坯、上釉以及烧成的学习

支撑课程

目标 2、3 8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理论课大部分采用讲授或多媒体教学，应用自编或改编的多媒体课件，举

例图例，改善理论课的枯燥和沉闷，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加强授课效果。

2.开通网络课堂，达到与学生及时沟通、交流的目的。同时重视师生互动将

课堂教学变为师生共同活动的过程。

3.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口头训练)

J

教学条件

要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要求等）

1.泥料和工具的准备

2.上课地点必须安排在有窑炉的陶艺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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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

容、考核方

式及评分占

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作业

评分

占比

（%）

实验

评分

占比

（%）

期中

考试

评分

占比

（%）

小组

活动

评分

占比

（%）

期末

考试

评分

占比

（%）

课程目标 1

（60%）

1. 陶瓷艺术作品的造型方法

与装饰方法。

2. 泥条成型、泥板成型、拉坯

等成型技法和刻坯、镂空等装

饰方法。

3. 用成型技法和装饰方法进

行陶艺创意表现，了解陶瓷艺

术的创作语言，提高审美情趣，

增强动手操作的能力，继承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

20 40 -

课程目标 2

（10%）

计划和组织以陶艺为主题的班

级活动以及校园文化活动，通

过班会、校园活动提升学生作

为中学教师的综合能力和职业

责任感。

10 -

课程目标 3

（30%）

具备制作陶艺作品的能力，拓

宽审美欣赏的视角，能够学以

致用，达到美术教学的基本技

能，以及创造美感的意识和责

任，激发学生对我国现代陶艺、

传统陶艺的喜爱之情，热爱祖

国的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

了解现代陶艺的制作方法与装

饰方法，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审

美素养。

30 -

总分 60 40 0.8

考核方式 配分 评分说明

作业 60

本课程为技能实践课程，共需提交作业 3-5 幅，平时作业

以 60%计算，

平均分*60%＝平时作业成绩。

课堂训练作业主要评判学生对所学专题理论知识的掌握和

应用能力，作业具体评量标准见课程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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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期中考试

小组活动

期末考试 40

期末考试以命题作品来完成，评分标准是依据作业完整性、

创意思维、造型能力、对泥性的掌握和控制、色彩等进行

综合评分。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建议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并通过网络、图书馆自主查阅课程中

涉及的学习资源，独立规划自己的课程学习计划，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能动

性。

2.研究性学习。鼓励学生针对课程教学内容，尝试理论课结合实践的方式进

行制作与创作。了解国内外陶瓷艺术的新知识，开阔学生的视野。

M

评分量表
《陶艺》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定意见：

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批意见：

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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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艺》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1.

理解陶瓷艺术的概念、

种类及其造型特点，理解陶

瓷艺术的历史渊源，掌握陶

瓷艺术作品的造型方法与装

饰方法，用泥条成型、泥板

成型、拉坯等成型技法和刻

坯、镂空等装饰方法进行陶

艺创意表现，运用陶瓷艺术

的创作语言，提高审美情趣，

增强学生动手操作的能力，

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能够扎实地掌

握陶瓷艺术的概

念、种类及其造型

特点，很好掌握陶

瓷艺术的创作语

言，掌握陶瓷成型

方法与装饰方法，

有较好的审美情

趣，动手能力强。

能够较好掌握

陶瓷艺术的概念、

种类及其造型特

点，较好掌握陶瓷

艺术的创作语言，

较好掌握陶瓷成型

方法与装饰方法，

有较好的审美情

趣，动手能力较强。

基本掌握陶瓷艺

术的概念、种类及其

造型特点，基本掌握

陶瓷艺术的创作语

言，基本掌握陶瓷成

型方法与装饰方法，

审美情趣一般，动手

能力一般。

对掌握陶瓷艺术

的概念、种类及其造

型特点不熟悉，基本

掌握陶瓷艺术的创作

语言，对陶瓷成型方

法与装饰方法掌握不

够，审美情趣一般，

动手能力弱。

未能很好掌握

陶瓷艺术的概念、

种类及其造型特

点，没有掌握陶瓷

艺术的创作语言，

对陶瓷成型方法与

装饰方法掌握不

够，审美情趣差，

动手能力差。

课程目标 2.

学生能够计划和组织以

陶艺为主题的班级活动以及

校园文化活动，增强专业知

识，对中学生的德育、美育

和心理等方面进行更合理的

引导和教育，更加融入中学

教师的角色，设计有利于提

高中学生的艺术素养和综合

素质的文化活动。

能够较好地掌

握陶瓷艺术的历史

渊源，能够扎实地

教给学生陶艺的制

作方法和创意思

路，设计能力强，

教学能力强，学生

有较高的审美能力

和审美情趣。

能够较好地掌

握陶瓷艺术的历史

渊源，较好地教给

学生陶艺的制作方

法和创意思路，设

计能力较好，教学

能力较好，学生有

较好的审美能力和

审美情趣。

能够基本掌握陶

瓷艺术的历史渊源，

教给学生陶艺的制作

方法和创意思路一

般，设计能力一般，

教学能力一般，学生

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

趣一般。

基本了解陶瓷艺

术的历史渊源，教给

学生陶艺的制作方法

和创意思路一般，设

计能力弱，教学能力

弱，学生的审美能力

和审美情趣弱。

没有掌握陶瓷

艺术的历史渊源，

不能教给学生陶艺

的制作方法和创意

思路，设计能力差，

教学能力差，学生

的审美能力和审美

情趣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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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具备制作陶艺作品的能

力，拓宽审美欣赏的视角，

能够学以致用，达到美术教

学的基本技能，以及创造美

感的意识和责任，激发学生

对我国现代陶艺、传统陶艺

的喜爱之情，热爱祖国的传

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了

解现代陶艺的制作方法与装

饰方法，进一步提高学生的

审美素养。

陶艺作品的欣

赏能力强，作品表

现健康积极向上的

精神面貌和性格特

征，并且能够学以

致用，提高中学生

的设计意识和审美

判断能力，从陶艺

制作和设计中多角

度提升学生的责

任、情怀和爱心。

陶艺作品的欣

赏能力较强，作品

表现健康积极向上

的精神面貌和性格

特征，并且能够学

以致用，较好提高

中学生的设计意识

和审美判断能力，

从陶艺制作和设计

中多角度提升学生

的责任、情怀和爱

心。

陶艺作品的欣赏

能力一般，作品基本

表现健康积极向上的

精神面貌和性格特

征，基本能够学以致

用，提高中学生的设

计意识和审美判断能

力一般，从陶艺制作

和设计中一定程度提

升学生的责任、情怀

和爱心。

陶艺作品的欣赏

能力弱，作品不够表

现健康积极向上的精

神面貌和性格特征，

学以致用的能力一

般，提高中学生的设

计意识和审美判断能

力弱，从陶艺制作和

设计中提升学生的责

任、情怀和爱心的能

力弱。

陶艺作品的欣

赏能力差，作品不

能表现健康积极向

上的精神面貌和性

格特征，学以致用

的能力差，提高中

学生的设计意识和

审美判断能力弱，

从陶艺制作和设计

中提升学生的责

任、情怀和爱心的

能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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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美术教学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美术教学论》
课程

代码
2411320946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

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4学期 学分 2 课程负责人 罗奋涛

总学时 32
理论

学时
32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心理学、教育学

后续课程：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美术教学设计与实施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

A

参考教材
钱初熹，《美术教学理论与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二版）。

B

主要参考

书籍

[1]张小鹭，《现代美术教育理论与教学法》，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6。

[2]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教材。

[3]李白玲、冯红梅、张宏著，《中小学美术教学设计与实施》，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4 年 12 月（第 1版）。

C

线上学习

资源

1.本课程已经建立超星平台网络课程，同学们依据学校提供的帐号与密码

登录课程网站，可查看教学大纲、授课计划、考核方法、课程 PPT、教学

视频、电子教材、音频、阅读资料、网络文献链接网址等教学资源。

2.中国大学 MOOC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向学生讲授中学美术教育教学的基本理论，通过该课程的学

习，帮助学生全面的理解和掌握中学美术教育教学的特点和规律，指导学

生理论联系实践，在提高理论修养、完善知识结构的同时，进一步拓宽学

生实践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本课程是美术学师范方向的专业

必修课，同时也是一门交叉学科，涉及教育学、心理学、美术学、美学等

多种学科知识，同时，涉及美术教学原则、教学目的、任务等理论问题，

强调理论性、实践性。要关注师范生价值引领问题，加强师范生师德建设，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生观、教师观、教育观。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领会美术教育的发展与现状和学校美术教育的意义，领会美

术教学的内涵，解析美术教育的价值与目标，了解美术教师职业规范和岗

位要求，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从教意愿，逐步形成职业意识。（支撑

毕业要求 2.1）

课程目标 2：通过美术教学理论与方法学习，领会课程与教学的关系，学

习了解全日制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熟悉各领域内容、教学要求，掌握

美术教学活动计划编制、教案编写，掌握和应用先进教学理念的教学方法

进行教学设计，基本掌握中学美术教学技能。（支撑毕业要求 4.1）



113

课程目标 3：了解中学生美术学习活动形态，学习美术课程资源开发与利

用的方法，掌握美术教学评价方法和教学媒体的技术运用，了解中学生审

美个性和创意思维的培养意义、方法，促进中学生的全面、个性发展。

（支撑毕业要求 4.2）

课程目标 4：了解美术教育观念的转变和中国美术教学的未来，了解美术

教育研究的概念，领会美术教育研究的功能，掌握美术教育研究的方法。

（支撑毕业要求 4.3）

课程目标 5：领会美术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美术教师需要具备的专业素养

领会教育见习、实习的意义，熟悉理解教师角色转变和教师专业化发展，

帮助学生进行职业规划。（支撑毕业要求 7.1）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领会美术教

育的发展与现状和学校

美术教育的意义，领会美

术教学的内涵，解析美术

教育的价值与目标，了解

美术教师职业规范和岗

位要求，培养学生正确的

价值观和从教意愿，逐步

形成职业意识。

【2.1 职业认同】具有从教意

愿，热爱教学、热爱学生，认

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

具备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

规范，拥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

度、积极的情感、正确的价值

观，能够全身心从事教师工

作，全心全意，尽职尽责。

教育情怀（2）

课程目标 2：通过美术教

学理论与方法学习，领会

课程与教学的关系，学习

了解全日制义务教育艺

术课程标准，熟悉各领域

内容、教学要求，掌握美

术教学活动计划编制、教

案编写，掌握和应用先进

教学理念的教学方法进

行教学设计，基本掌握中

学美术教学技能。

【4.1 美术教学能力】熟悉《义

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掌握

初中美术课程教学方法，能够

依据课程标准，针对初中学生

身心发展规律特点和美术学

科认知特点，善于美术学科教

学设计，具备美术教育教学基

本技能。

教学能力（4）

课程目标 3：了解中学生

美术学习活动形态，学习

美术课程资源开发与利

用的方法，掌握美术教学

评价方法和教学媒体的

技术运用，了解中学生审

美个性和创意思维的培

养意义、方法，促进中学

生的全面、个性发展。

【4.2 教师职业技能】以学生

为中心，能够整合美术学科知

识和美术学习策略指导学生，

有效利用美术学科知识和信

息技术开展教学实施与评价，

用美育的手段促进中学生的

全面、个性发展。

教学能力（4）

课程目标 4：了解美术教

育观念的转变和中国美

术教学的未来，了解美术

【4.3 教学研究能力】能够结

合教学规律和特点，持续开展

教学反思，改进教学方式方

教学能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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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的概念，领会美

术教育研究的功能，掌握

美术教育研究的方法。

法、提升教学质量，形成并具

备初步的美术教学研究能力。

课程目标 5：领会美术教

师专业化成长和美术教

师需要具备的专业素养，

领会教育见习、实习的意

义，熟悉理解教师角色转

变和教师专业化发展，帮

助学生进行职业规划。

【7.1 发展规划意识】具有专

业发展意识，理解终身学习与

专业发展的意义；了解国内外

美术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动态，

能够适应并紧跟时代和教育

发展需求，进行有效学习和职

业发展规划，养成终身学习习

惯。

学会反思（7）

F

理论学习

内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理论学

时分配

第 1章 美术教学的前提

知道：三个命题

领会：美.艺术.美术

应用：美育、艺术教育与美术教育，运用美术教学理论

与方法的知识框架和学习方法

分析：社会与教育的发展

综合；基础教育美术课程改革

评价：美术教育是终身教育的组成部分

支撑课程

目标 1
2

第 2 章 美术教育理论的基础

知道：教学理论的发展

领会：课程与教学

应用：美术观念的演变

分析：视觉认知与美术力量能力发展研究

综合：视觉文化时代

评价：教室里发生的事件

支撑课程

目标 2 2

第 3 章 美术教学理论与方法的演变

知道：各国学校美术教育的开端

领会：不同取向的美术教学

应用：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学

分析：美术课程改革

综合；美术教学的多元化

评价：各国学校美术教育的新动向

支撑课程

目标 2
2

第 4 章 中国学校美术教学的历史

知道：中国学校美术教学的开端

领会：美术教育观念的转变

应用：美术课程标准

分析：中国美术教学的未来

综合：全日制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

评价：不同时期中国学校美术教学的特征

支撑课程

目标 2
2

第 5 章 美术教学设计

知道：美术教学目标的设定

支撑课程

目标 2、3
2

file:///H:/第一章.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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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美术教学目标的依据

应用：美术教学活动计划编制原则、美术教案的设计

分析：美术学习活动形态

综合；美术教学中运用教学媒体的技术

评价：有创意设计一份美术教案

第 6章 美术教学的内容与方法

知道：美术教材

领会：21 世纪的美术教材

应用：初中美术教学内容与方法

分析：各领域的教学案例

综合：初中美术教学实施方法

评价：全日制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各领域的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2
2

第 7 章 美术教学评价

知道：美术教学评价的目的

领会：美术教学评价的类别

应用：美术教学评价的标准

分析：美术教学评价的案例

综合；美术教学评价的体系与方法

评价：美术教学评价的反思

支撑课程

目标 3、4
2

第 8 章 美术课程资源开发

知道：美术课程资源

领会：美术课程资源开发的目的

应用：美术课程资源开发的方法

分析：美术课程资源开发的案例

综合：美术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

评价：结合教学实践，制订一份开发与利用美术课程资

源

支撑课程

目标 3
2

第 9 章 美术教学研究

知道：美术教育研究的概念

领会：美术教育研究的功能

应用：美术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

分析：美术教育研究的类型

综合：美术教学研究

评价：美术教学研究报告

支撑课程

目标 4
2

第 10 章 美术教师专业化成长

知道：美术教师需要具备的专业素养

领会：美术教师职业

应用：微格教学

分析：教师角色转变

综合：美术教育实习

评价：自己专业化成长的计划

支撑课程

目标 5
2

第 11 章 优秀美术教案案例解析

知道：美术教案编写格式、要求

领会：中学美术教学设计

支撑课程

目标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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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美术教学各环节要求

分析：教师备课要求

综合：美术教案编写

评价：师范生职业岗位能力

合计 32

G

实验（实训）

内容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合计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本课程的突出特点是理论性与实践性二者的紧密结合，教学中既要注

重教学理论与教学规律的教学，又要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注重学生能

力培养，课中应适当组织学生讨论或试讲，并充分运用现代教学技术，

让学生观看教学录像，组织学生进行教学技能训练。故该课程主要采用

讲授法、讨论法、案例研究法、模拟教学等方法进行教学。

2.开通网络课堂，达到与学生及时沟通、交流的目的。同时重视师生互

动与小组活动，组织课堂小组讨论和论文写作等活动，将课堂教学变为

师生共同活动的过程。

3.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

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口头训练)

J

教学条件

要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要求等）

1．每周 2节

2.建议使用多媒体教室

3.第 5、6 章及实验（实训）部分建议“一课双师”形式（由市区初中美

术教师参与教学）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

程

分

目

标

的

达



117

成

度

作业

评分

占比

（%）

实验

评分

占比

（%）

期中

考试

评分

占比

（%）

小组

活动

评分

占比

（%）

期末

考试

评分

占比

（%）

课程目标

1（10%）

1. 美术教学的前提：美育、艺

术教育与美术教育；

2. 美术教育理论的基础：课程

与教学、美术观念的演变；

10 -

课程目标

2（40%）

1. 美术教育理论的基础：教学

理论的发展；课程与教学；美

术观念的演变；

2.美术教学理论与方法的演

变：不同取向的美术教学、以

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学；

2.中国学校美术教学的历史：

中国学校美术教学的开端、美

术教育观念的转变、美术课程

标准；

3. 美术教学设计：美术教学目

标的设定；美术教学目标的依

据；美术教学活动计划编制原

则、美术教案的设计；

4. 美术教学的内容与方法：

美术教材；21 世纪的美术教材

；初中美术教学内容与方法；

20 20 -

课程目标

3（20%）

1.美术教学评价：美术教学评

价的目的；

美术教学评价的类别；美术教

学评价的标准；美术教学中运

用教学媒体的技术；

2. 美术课程资源开发：美术课

程资源；美术课程资源开发的

目的；美术课程资源开发的方

法；

15 5 -

课程目标

4（20%）

1．美术教学评价的反思；

2.美术教学研究：美术教育研

究的概念；美术教育研究的功

能；美术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

；美术教育研究的类型；美术

教学研究；

5 15 -

file:///H:/第一章.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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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5（10%）

1．美术教师专业化成长：美术

教师需要具备的专业素养；美

术教师职业；微格教学；教师

角色转变；美术教育见习实习；

10 -

总分 40 60 0.65

考核方式 配分 评分说明

作业 40
本学期共安排 2次作业，每次作业以 100 制计算，列入期

末各占比 20%。

期末考试 60 以笔试开卷形式，按 100 记分，列入期末占比 60%。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建议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并通过网络、图书馆自主查阅课程

中涉及的学习资源，独立规划自己的课程学习计划，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

能动性。

2.研究性学习。鼓励学生针对课程教学内容，尝试理论课结合专题报告的

教学方式，开展相关的中学美术教学研讨和专题讲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了解国内外最新中学美术教学研究知识，开阔学生的视野。

M

评分量表
中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定意见：符合培养方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批意见：符合培养方案要求，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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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学论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1：领会美

术教育的发展与现

状和学校美术教育

的意义，领会美术

教学的内涵，解析

美术教育的价值与

目标，了解美术教

师职业规范和岗位

要求，培养学生正

确的价值观和从教

意愿，逐步形成职

业意识。

能够准确理解美

术教育的发展与

现状和学校美术

教育的意义，认识

美术教学的内涵，

准确解析美术教

育的价值与目标。

深入理解美术教

师职业规范和岗

位要求，有教强职

业意识。

能够比较准确理解

美术教育的发展与

现状和学校美术教

育的意义，认识美

术教学的内涵，比

较准确解析美术教

育的价值与目标。

理解美术教师职业

规范和岗位要求，

有一定职业意识。

能够理解美术教育

的发展与现状和学

校美术教育的意

义，了解美术教学

的内涵，比较准确

解析美术教育的价

值与目标。比较理

解美术教师职业规

范和岗位要求，有

职业意识。

比较简单理解美术

教育的发展与现状

和学校美术教育的

意义，美术教学的

内涵了解不够全

面，美术教育的价

值与目标认识比较

模糊。对于美术教

师职业规范和岗位

要求和职业意识理

解不足。

无法准确理解美术

教育的发展与现状

和学校美术教育的

意义，美术教学的

内涵不够了解，美

术教育的价值与目

标认识不足。缺乏

对美术教师职业规

范和岗位要求和职

业意识了解。

课程目标 2：通过美术

教学理论与方法学

习，领会课程与教学

的关系，学习了解全

日制义务教育艺术课

程标准，熟悉各领域

内容、教学要求，掌

握美术教学活动计划

编制、教案编写，掌

握和应用先进教学理

能够正确领会课

程与教学的关系，

熟悉了解全日制

义务教育艺术课

程标准，熟悉各领

域内容、教学要

求，熟练掌握美术

教学活动计划编

制、教案编写，熟

练应用先进教学

能够领会课程与教学

的关系，了解全日制义

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

了解各领域内容、教学

要求，能够掌握美术教

学活动计划编制、教案

编写，能够应用先进教

学理念的教学方法进

行教学设计，基本掌握

了解课程与教学的关

系，了解全日制义务

教育艺术课程标准，

了解各领域内容、教

学要求，懂得美术教

学活动计划编制、教

案编写，应用先进教

学理念的教学方法进

行教学设计，基本掌

课程与教学的关系

了、全日制义务教育

艺术课程标准、领域

内容、教学要求了解

不全面，美术教学活

动计划编制、教案编

写不够熟练，对于先

进教学理念的教学方

法进行教学设计和中

教学的关系、全日制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

准、各领域内容、教

学要求不了解不熟

悉，美术教学活动计

划编制、教案编写不

熟练，对于先进教学

理念的教学方法进行

教学设计和中学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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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教学方法进行教

学设计，基本掌握中

学美术教学技能。

理念的教学方法

进行教学设计，基

本掌握中学美术

教学技能。

中学美术教学技能。 握中学美术教学技

能。

学美术教学技能不够

熟悉。

教学技能不熟悉。

课程目标 3：了解中学

生美术学习活动形

态，掌握美术课程资

源开发与利用的方

法，掌握美术教学评

价方法和教学媒体的

技术运用，了解中学

生审美个性和创意思

维的培养意义、方法，

促进中学生的全面、

个性发展。

了解中学生美术学

习活动形态，能够熟

练掌握美术课程资

源开发与利用的方

法，熟练掌握美术教

学评价方法和教学

媒体的技术运用，了

解中学生审美个性

和创意思维的培养

意义、方法，促进中

学生的全面、个性发

展。

比较了解中学生美

术学习活动形态，

掌握美术课程资源

开发与利用的方

法，掌握美术教学

评价方法和教学媒

体的技术运用，了

解中学生审美个性

和创意思维的培养

意义、方法，促进

中学生的全面、个

性发展。

比较了解中学生美术

学习活动形态，了解

美术课程资源开发与

利用的方法，学会美

术教学评价方法和教

学媒体的技术运用，

比较了解中学生审美

个性和创意思维的培

养意义、方法，促进

中学生的全面、个性

发展。

基本了解中学生美术

学习活动形态，了解

美术课程资源开发与

利用的方法，美术教

学评价方法和教学媒

体的技术运用不够熟

练，中学生审美个性

和创意思维的培养意

义、方法不够熟悉，

无法促进中学生的全

面、个性发展。

不能了解中学生美术

学习活动形态，不能

了解美术课程资源开

发与利用的方法，不

能正确掌握美术教学

评价方法和教学媒体

的技术运用，中学生

审美个性和创意思维

的培养意义、方法不

熟悉，无法促进中学

生的全面、个性发展。

课程目标 4：了解美术

教育观念的转变和中

国美术教学的未来，

了解美术教育研究的

概念，领会美术教育

研究的功能，掌握美

术教育研究的方法。

了解熟悉美术教育

观念的转变和中国

美术教学的未来，了

解美术教育研究的

概念，领会美术教育

研究的功能，熟练掌

握美术教育研究的

方法

比较熟悉美术教育

观念的转变和中国

美术教学的未来，

了解美术教育研究

的概念，领会美术

教育研究的功能，

掌握美术教育研究

的方法

比较了解美术教育观

念的转变和中国美术

教学的未来，了解美

术教育研究的概念，

领会美术教育研究的

功能，了解美术教育

研究的方法

美术教育观念的转变

和中国美术教学的未

来、美术教育研究的

概念了解不全面，领

会美术教育研究的功

能，比较了解美术教

育研究的方法

不能准确了解美术教

育观念的转变和中国

美术教学的未来、美

术教育研究的概念，

不能领会美术教育研

究的功能，不了解美

术教育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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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5：领会美术

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美

术教师需要具备的专

业素养，领会教育见

习、实习的意义，熟

悉理解教师角色转变

和教师专业化发展，

帮助学生进行职业规

划。

了解美术教师专业

化成长和美术教师

需要具备的专业素

养，正确领会教育见

习、实习的意义，熟

悉理解教师角色转

变和教师专业化发

展，熟悉职业规划。

了解美术教师专业

化成长和美术教师

需要具备的专业素

养，领会教育见习、

实习的意义，比较

熟悉理解教师角色

转变和教师专业化

发展，能够职业规

划。

比较了解美术教师专

业化成长和美术教师

需要具备的专业素

养，比较理解教育见

习、实习的意义，比

较熟悉理解教师角色

转变和教师专业化发

展，学会职业规划。

知道美术教师专业化

成长和美术教师需要

具备的专业素养，比

较理解教育见习、实

习的意义，能够了解

教师角色转变和教师

专业化发展，了解职

业规划。

不了解美术教师专业

化成长和美术教师需

要具备的专业素养，

不能正确理解教育见

习、实习的意义，不

了解教师角色转变和

教师专业化发展，不

知道职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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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课程

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课程

代码
2411310947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

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4学期 学分 1 课程负责人 罗奋涛

总学时 16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0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美术教学论

后续课程：美术教学设计与实施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

A

参考教材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年。

[2]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义务教育教科书—美术》，第 1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年。

B

主要参考

书籍
余洋《中小学美术教学论》，第 1版，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 年。

C

线上学习

资源

本课程已经建立超星平台网络课程，同学们依据学校提供的帐号与密码登

录课程网站，可查看教学大纲、授课计划、考核方法、课程 PPT、教学视频、

电子教材、音频、阅读资料、网络文献链接网址等教学资源。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通过教学熟悉《义务教育阶段美术课程

新标准》实施的意义，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美术课程标准发挥的作

用，以及课程性质与价值、实施建议、课程目标、内容标准等要求。本课

程是高等师范院校美术学（师范）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为学生将来从

事美术教育教学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把价值引领要素及思维方

式的培养巧妙融入学科教育教学中，教师的每一次教学行为全过程都体现

育德，课堂教学成为育德的主渠道、主阵地和主要路径。

学生掌握课程新标准的具体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美术课程各学习领域

的内容，讨论教学实施的方法；难点：美术教材与美术教科书的含义。

https://www.so.com/link?m=aEIbPWs8jkzmxHUGftFKjf1jYPPKyZOxzqDQGGgXobar8o1e56UGRe7r%2FST%2BEX4EZ04FgHMPSs67diqCK%2BPXFE%2Fx%2Fk8g2hlyU9aJ%2F3Z7DPCgv2ANMqtqjXfuOUc9zO%2FKfuDNM6OoSsm5BOp566jodwuY2qh8TxMDzTfe%2FA49whfi1pWZNvkc9ptisFeHkMCMDHIbTxUXXZRjjYVHD%2FzYJQhDS%2BGNT1zKunsuTNfaIUKsDv47DVjWPS%2BMHRr0dxzyB6jOz0hmZ9aWbf7jYtNNKv6LlItkyG5G%2BaD%2FH6qL%2BhET1AwjEUggGNbwk0CInPqeBKk13HQTyud6LvdnTvwfZpg%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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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1：运用和分析《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和中学美术教材，

能够依据课程标准针对初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特点和美术学科认知特点

进行教学设计，具备美术教育教学基本技能。（支撑毕业要求4.1）

课程目标2：依据《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学习和探究“造型·表

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和“综合·探索”四个学习领

域的教学规律、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持续开展教学反思，形成初步的

美术教学研究能力。（支撑毕业要求4.3）

课程目标3：通过美术教学设计，初步掌握教学设计和片段教学中的

反思方法与技能，具有一定创新意识，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和

解决美术教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支撑毕业要求7.2）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4.1 美术教学能力】熟悉和理解《义务教

育艺术课程标准》和中学美术教材，能够依

据课程标准针对初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特

点和美术学科认知特点进行教学设计，具备

美术教育教学基本技能。

教学能力（4）

课程目标 2

【4.3 教学研究能力】能够结合教学规律和

特点，持续开展教学反思，改进教学方式方

法、提升教学质量，形成并具备初步的美术

教学研究能力。

教学能力（4）

课程目标 3

【7.2 反思改进能力】初步掌握教育教学活

动的反思方法与技能，具有一定创新意识，

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美术

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学会反思（7）

F

理论学习

内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理论学时

分配

第一部分 绪论

知道层次：描述课程性质

领会层次：归纳美术课程核心价值体系

应用层次：运用课程基本理念、课程设计思路

支撑课程

目标 1、2
2

第二部分 课程目标

知道： 美术课程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

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

领会：“造型·表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

和“综合·探索”四个学习领域

应用：了解美术语言及其表达方式和方法。

分析：美术对文化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独特作用。

综合：美术学习过程中，丰富视觉、触觉和审美经验，

评价：美术学习的持久兴趣，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

支撑课程

目标 1、

2、3

2

第三部分 课程内容

知道：四个学习领域；

支撑课程

目标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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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四个学习领域目标；

应用：四个学习领域学习活动建议

分析：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研究

综合：积极探索有效教学的方法

评价：四个学习领域学习活动评价

2、3

第四部分 实施建议

知道：美术课程内容的改革和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

的改革。

领会：教材编写建议

应用：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

分析：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关系

综合：美术教材呈现方式多样化

支撑课程

目标 1、

2、3
2

第五部分 初中美术教材

知道：初中美术教材的基本情况、不同版本（人教版、

人美版）教材的差异

应用：依据课标和教材编写教学设计

分析：教材处理、分析、研究

综合：开展持续反思，分析解决美术教学设计中存

在的问题

支撑课程

目标 1、

2、3
6

合计 16

G

实验（实训）

内容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时

分配

合计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时

分配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讲授式教学。对课程中涉及到的重要的知识点、难点进行讲解，发挥教

师的引导性作用与学生的中心地位。

2.参与式教学。借用学习通等智慧教学工具，开展智慧教学，为学生分享

教学 PPT，开展签到、抢答、选人、讨论等教学活动，活跃课堂气氛，提升

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率。

3.案例研究式教学。教学中既要注重教学理论与教学规律的教学，又要加

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注重学生能力培养，适当组织学生观摩学习、讨论研

究优秀教学课例。

4.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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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如口头训练等)

J

教学条件

要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需求等）

1.多媒体教室。

2.可用的互联网，便于开展网络互动活动。

3.一课双师。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作业

评分

占比

（%）

课堂

表现

评分

占比

（%）

期中

考试

评分

占比

（%）

小组

活动

评分

占比

（%）

期

末

考

试

评

分

占

比

（%

）

课程目标

1（40%）

熟悉和理解《义务教育艺术课

程标准》和中学美术教材，能

够依据课程标准针对初中学生

身心发展规律特点和美术学科

认知特点进行教学设计，具备

美术教育教学基本技能。

16 24 -

课程目标

2（20%）

依据《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

准》，学习和探究"造型·表现

"、"设计·应用"、"欣赏·评

述"和"综合·探索" 四个学习

领域的教学规律、教学策略和

教学方法，持续开展教学反思，

形成初步的美术教学研究能

力。

8 12 -

课程目标

3（40%）

通过美术教学设计，初步掌握

教学设计和片段教学中的反思

方法与技能，具有一定创新意

识，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

分析和解决美术教学设计中存

在的问题。

16 24 -

总分 40 60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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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 配分 评分说明

课堂表现 40 课堂讨论、提问；教学设计；

期末考试 60 依据评分标准评分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设置提问、讨论、练习等环

节，树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使其不仅掌握理论知识，

而且通过以上环节，推进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2.研究性学习。除了在课堂中，学生能够通过自主学习提升学习能力外，

课外学生可以将所学知识加以思考和探究，设置学习规划，寻找适合自己

的今后学习生涯的道路。

M

评分量表
初中美术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批意见：大纲符合培养要求，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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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1：运用和

分析《义务教育艺

术课程标准》与中

学美术教材，能够

依据课程标准针对

初中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特点和美术学

科认知特点进行教

学设计，具备美术

教育教学基本技

能。

能够准确的运用

和分析《义务教育

艺术课程标准》与

中学美术教材，能

够依据课程标准

针对初中学生身

心发展规律特点

和美术学科认知

特点进行教学设

计，具备美术教育

教学基本技能。

能够比较准确的运

用和分析《义务教

育艺术课程标准》

与中学美术教材，

能够依据课程标准

针对初中学生身心

发展规律特点和美

术学科认知特点进

行教学设计，具备

美术教育教学基本

技能。

能够比较准确的运

用和分析《义务教

育艺术课程标准》

与中学美术教材，

能够依据课程标准

针对初中学生身心

发展规律特点和美

术学科认知特点进

行教学设计，初步

具备美术教育教学

基本技能。

能够初步运用和分

析《义务教育艺术

课程标准》与中学

美术教材，能够依

据课程标准针对初

中学生身心发展规

律特点和美术学科

认知特点进行基本

的教学设计，初步

具备美术教育教学

基本技能。

无法运用和分析

《义务教育艺术课

程标准》与中学美

术教材，未能依据

课程标准针对初中

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特点和美术学科认

知特点进行基本的

教学设计，不具备

美术教育教学基本

技能。

课程目标 2：依据《义

务教育艺术课程标

准》，学习和探究“造

型·表现”、“设计·应

用”、“欣赏·评述”

和“综合·探索”四

个学习领域的教学规

律、教学策略和教学

方法，持续开展教学

反思，形成初步的美

术教学研究能力。

能够依据《义务教

育艺术课程标准》，

学习和探究四个

学习领域的教学

规律、教学策略和

教学方法，持续开

展教学反思，具有

初步的美术教学

研究能力。

能够依据《义务教育艺

术课程标准》，学习和

探究“造型·表现”、

“设计·应用”、“欣

赏·评述”和“综合·探

索”四个学习领域的教

学规律、教学策略和教

学方法，较好的开展教

学反思，形成初步的美

术教学研究能力。

基本能够依据《义务

教育艺术课程标准》，

学习和探究“造型·表

现”、“设计·应用”、

“欣赏·评述”和“综

合·探索”四个学习

领域的教学规律、教

学策略和教学方法，

较好的开展教学反

思，基本形成初步的

美术教学研究能力。

基本能够依据《义务

教育艺术课程标准》，

学习和探究“造型·表

现”、“设计·应用”、

“欣赏·评述”和“综

合·探索”四个学习

领域的教学规律、教

学策略和教学方法，

开展基本的教学反

思，具有初步的美术

教学研究意识。

未依据《义务教育艺

术课程标准》，学习

和探究“造型·表现”、

“设计·应用”、“欣

赏·评述”和“综合·探

索”四个学习领域的

教学规律、教学策略

和教学方法，不具备

基本的教学反思和美

术教学研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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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通过美术

教学设计，初步掌握

教学设计和片段教学

中的反思方法与技

能，具有一定创新意

识，能够运用批判性

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

美术教学设计中存在

的问题。

能够通过教学设计

初步掌握教学设计

和片段教学中的反

思方法与技能，具有

一定创新意识，能够

运用批判性思维方

法分析和解决美术

教学设计中存在的

问题。

能够较好的通过教

学设计初步掌握教

学设计和片段教学

中的反思方法与技

能，具有一定创新

意识，能够较好的

运用批判性思维方

法分析和解决美术

教学设计中存在的

问题。

能够一般的通过教学

设计初步掌握教学设

计和片段教学中的反

思方法与技能，具有

一定创新意识，基本

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

方法分析和解决美术

教学设计中存在的问

题。

基本能够通过教学设

计初步掌握教学设计

和片段教学中的反思

方法与技能，能够运

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分

析和解决美术教学设

计中存在的基本问

题。

不能通过教学设计初

步掌握教学设计和片

段教学中的反思方法

与技能，不具备运用

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

和解决美术教学设计

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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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美术学科教学实践专题》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美术学科教学实践专题》
课程

代码
2411320952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

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6学期 学分 2 课程负责人 罗奋涛

总学时 32 理论学时 32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美术教学论、中外美术教育名家思想、美术教学设计与实施

后续课程： 无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

A

参考教材
《义务教育教科书—美术》，第 1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年。

B

主要参考

书籍

[1]《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湖南美术出版社

[2]钱初熹，《美术教学理论与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二版）

[3]李白玲、冯红梅、张宏著，《中小学美术教学设计与实施》，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4 年 12 月（第 1版）。

C

线上学习

资源

1.本课程已经建立超星平台网络课程，同学们依据学校提供的帐号与密码登

录课程网站，可查看教学大纲、授课计划、考核方法、课程 PPT、教学视频、

电子教材、音频、阅读资料、网络文献链接网址等教学资源。

2.中国大学 MOOC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针对初中美术教学方法、教学技能（含板书技能、课堂教学技能）

进行指导，特别针对中小学美术教师岗位招聘考试要求进行辅导、实践，其

中安排观摩中学美术课堂教学的优秀案例视频,供学生学习借鉴，本课程教

学突出实践与实训培养学生美术教学技能。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全面掌握中学美术课堂教学能力，指导

学生熟练掌握教师必须具备的板书和课堂组织、教学能力，以及作为美术板

画、学生课堂练习指导应具备的相关能力。通过教学的实践、实训提高学生

教师岗位面试适应能力，进一步提升就业率，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本

课程是美术学师范方向选修课，同时也是一门交叉学科，涉及教育学、心理

学、美术史等多种学科知识，同时，涉及美术教学原则、教学目的、任务等

理论问题，强调实践性。能够依据课程标准，针对初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特

点和美术学科认知特点，善于美术学科教学设计，具备美术教育教学基本技

能。

https://baike.so.com/doc/5870333-60831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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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了解美术课程、教学的意义和美术教师工作作用、意义，了解

中小学美术教学的现状、美术教师教学任务、岗位职业要求，领会认同美术

教师职业规范，培养从教意愿。（支撑毕业要求 2.1）。

课程目标 2：熟悉美术课程标准，学会教材阅读和处理，学会使用教材，能

科学分析教材、处理教材或创造性地添加教学内容，掌握较强的课堂管理能

力、设计能力、教学应变能力，能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具有鲜明的教

学特色和创新精神。熟练掌握美术教学、美术教学目标设计与片段教学技能。

（支撑毕业要求 4.1）

课程目标 3：熟练掌握板书板画和板式设计等教师职业技能，能以学生为主

体，创设民主平等、角色互动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培养

教育者学习美术的良好习惯．能自信地学习、欣赏、评价、创作美术作品，

促进学生的个性特长得到有效的发展。（支撑毕业要求 4.2）。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了解美术课

程、教学的意义和美术

教师工作作用、意义，

了解中小学美术教学的

现状、美术教师教学任

务、岗位职业要求，领

会认同美术教师职业规

范，培养从教意愿。

【2.1 职业认同】具有从教意

愿，热爱教学、热爱学生，认

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

具备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规

范，拥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积极的情感、正确的价值观，

能够全身心从事教师工作，全

心全意，尽职尽责。

教育情怀（2）

课程目标 2：熟悉美术课

程标准，学会教材阅读

和处理，学会使用教材，

能科学分析教材、处理

教材或创造性地添加教

学内容，掌握较强的课

堂管理能力、设计能力、

教学应变能力，能运用

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具有鲜明的教学特色和

创新精神。熟练掌握美

术教学、美术教学目标

设计与片段教学技能。

【4.1 美术教学能力】熟悉《义

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掌握

初中美术课程教学方法，能够

依据课程标准，针对初中学生

身心发展规律特点和美术学科

认知特点，善于美术学科教学

设计，具备美术教育教学基本

技能。

教学能力(4)

课程目标 3：熟练掌握板

书板画和板式设计等教

师职业技能，能以学生

为主体，创设民主平等、

角色互动的学习氛围，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能够培养教育者学习美

术的良好习惯．能自信

【4.2 教师职业技能】以学生

为中心，能够整合美术学科知

识和美术学习策略指导学生，

有效利用美术学科知识和信息

技术开展教学实施与评价，用

美育的手段促进中学生的全

面、个性发展。

教学能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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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习、欣赏、评价、

创作美术作品，促进学

生的个性特长得到有效

的发展。

F

理论学习

内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理论学

时分配

第一章 中学美术课堂教学作用、职业能力

第一节 中学美术教学的作用和美术教师岗位职业要求

第二节片段教学方法与技巧与片段教学教学观摩

知道：美术教材的处理、教学设计

领会：片段教学作用与意义

应用：片段教学方法

分析：不同领域的片段教学

综合；片段教学方法要点

评价：片段教学案例分析

支撑课程

目标 1、2
6

第二章 中学美术教学板书与板画、板式设计练习（字

体结构）

第一节 板书的字体结构

第二节 板画、板式设计

第三节 板书与板画练习

知道层次：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

领会层次：板书与板画基本要领

应用层次：板书书写

分析：板书与板画练习中存在问题

综合：中学美术教学与板书书写作用

评价：板书书写能力水平评价

支撑课程

目标 2、3
10

第三章 中学美术课程片段教学

领会：片段教学作用与意义

应用：板书与板画

分析：片段教学重点难点、板书书写要求

综合；片段教学评分标准

评价：片段教学练习点评

支撑课程

目标 2、3
16

合计 32

G

实验（实训）

内容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

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合计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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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本课程的突出特点是理论性与实践性二者的紧密结合，教学中既要注

重教学理论与教学规律的教学，又要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注重学生能

力培养，课中应适当组织学生讨论或试讲，并充分运用现代教学技术，

让学生观看教学录像，组织学生进行教学技能训练。故该课程主要采用

讲授法、讨论法、案例研究法、模拟教学等方法进行教学。

2.开通网络课堂，达到与学生及时沟通、交流的目的。同时重视师生互

动与小组活动，组织课堂小组讨论等活动，将课堂教学变为师生共同活

动的过程。

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口头训练)

J

教学条件

要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要求等）

1.每周 2节

2.建议使用多媒体教室和微格教室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 程 目 标

及 评 分 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作业

评分

占比

（%）

实验

评分

占比

（%）

期中

考试

评分

占比

（%）

小组

活动

评分

占比

（%）

期末

考试

评分

占比

（%）

课程目标 1

（10%）

领会美术教师职业能力和职

业规范
10 -

课程目标 2

（60%）
片段教学技能 60 -

课程目标 3

（30%）

板书书写技能
30 -

总分 40 60 0.7

考核方式 配分 评分说明

作业 40

1.了解学生经过本课程学习，对美术教师及职业的认同感

和敬业精神和职业规范知晓情况。

2.考核学生板书书写技能。

实验

期中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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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活动

期末考试 60
考核学生片段教学,按照教师岗位招考片段教学评分标准

评分。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建议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并通过网络、图书馆自主查阅课程中

涉及的学习资源，独立规划自己的课程学习计划，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能动

性。

2.研究性学习。鼓励学生针对课程教学内容，尝试理论课结合专题报告的教

学方式，开展相关的中学美术教学研讨和专题讲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了解国内外最新中学美术教学研究知识，开阔学生的视野。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定意见：符合培养方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批意见：符合培养方案要求，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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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科教学实践专题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了解

美术课程、教学、

课堂的意义和教师

工作作用、意义，

了解中小学美术教

学设计的现状、任

务美术教材的处理

方法，领会认同美

术教师职业规范，

培养从教意愿。

熟知美术课程、

教学、课堂的意义和

教师工作作用、意

义，深入了解中小学

美术教学设计的现

状、任务美术教材的

处理方法，熟悉美术

教师职业规范，有强

烈的从教意愿。

了解美术课程、教

学、课堂的意义和教师

工作作用、意义，了解

中小学美术教学设计

的现状、任务美术教材

的处理方法，熟悉美术

教师职业规范，有从教

意愿。

比较了解美术课

程、教学、课堂的意

义和教师工作作用、

意义，比较了解中小

学美术教学设计的现

状、任务美术教材的

处理方法，知道美术

教师职业规范，认同

教意愿。

美术课程、教学、

课堂的意义和教师工

作作用、意义认识比

较模糊，不够了解中

小学美术教学设计的

现状、任务美术教材

的处理方法，不够了

解美术教师职业规

范，缺乏从教意愿。

美术课程、教学、

课堂的意义和教师工

作作用、意义认识模

糊，不了解中小学美

术教学设计的现状、

任务美术教材的处理

方法，不了解美术教

师职业规范，没有从

教意愿。

课程目标 2：

熟悉美术课程标

准，学会教材阅读

和处理，学会使用

教材，能科学分析

教材、处理教材或

创造性地添加教学

内容，掌握较强的

课堂管理能力、设

计能力、教学应变

能力，能运用灵活

多样的教学方法，

具有鲜明的教学特

熟悉美术课程

标准，能科学使用、

分析教材、熟练处理

教材或创造性地添

加教学内容，掌握较

强的课堂管理能力、

设计能力、教学应变

能力，熟练运用灵活

多样的教学方法，具

有鲜明的教学特色

和创新精神。熟练掌

握美术教学、美术教

学目标设计与课程

比较熟悉美术课

程标准，能科学使用、

分析教材、处理教材或

创造性地添加教学内

容，有较强的课堂管理

能力、设计能力、教学

应变能力，比较熟练运

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

法，具有鲜明的教学特

色和创新精神。比较熟

练掌握美术教学、美术

教学目标设计与课程

教学实施。

了解美术课程标

准，懂得使用、分析

教材、处理教材或创

造性地添加教学内

容，能进行课堂管理、

有教学应变能力，教

学方法比较单一，教

学特色和创新精神不

够鲜明。美术教学、

美术教学目标设计与

课程教学实施能力一

般。

不够了解美术课

程标准，不太懂得使

用、分析教材、处理

教材或创造性地添加

教学内容，课堂管理、

有教学应变能力一

般，教学方法比较单

一，教学特色和创新

精神不够鲜明。美术

教学、美术教学目标

设计与课程教学实施

能力一般。

不了解美术课程

标准，不会使用、分

析教材、处理教材或

创造性地添加教学内

容，课堂管理、有教

学应变能力一般，教

学方法比较单一，缺

乏教学特色和创新精

神不。不能掌握美术

教学、美术教学目标

设计与课程教学实施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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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和创新精神。熟

练掌握美术教学、

美术教学目标设计

与课程教学实施。

教学实施。

课程目标 3：

熟练掌握板书板画

和板式设计等教师

职业技能，能以学

生为主体，创设民

主平等、角色互动

的学习氛围，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能够培养教育者学

习美术的良好习

惯，能自信地学习、

欣赏、评价、创作

美术作品，促进学

生的个性特长得到

有效的发展。

熟练掌握板书

板画和板式设计等

教师职业技能，能体

现以学生为主体，创

设民主平等、角色互

动的学习氛围，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善

于培养教育者学习

美术的良好习惯，能

自信地欣赏、评价、

创作美术作品，促进

学生的个性特长得

到有效的发展。

比较熟练掌握板

书板画和板式设计等

教师职业技能，比较积

极面同全体学生，促进

学生发展。能体现以学

生为主体，创设民主平

等、角色互动的学习氛

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能够培养教育者学

习美术的良好习惯，能

自信地欣赏、评价、创

作美术作品，促进学生

的个性特长得到有效

的发展。

基本掌握板书板

画和板式设计等教师

职业技能，能体现以

学生为主体，创设民

主平等、角色互动的

学习氛围，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能够培

养教育者学习美术的

良好习惯，能较为自

信地欣赏、评价、创

作美术作品，促进学

生的个性特长得到有

效的发展。

基本掌握板书板

画和板式设计等教师

职业技能。基本体现

以学生为主体，创设

民主平等、角色互动

的学习氛围，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培养

教育者学习美术的良

好习惯，基本能欣赏、

评价、创作美术作品，

未能有效促进学生的

个性特长得到有效的

发展。

未掌握板书板画

和板式设计等教师职

业技能，缺乏体现以

学生为主体，创设民

主平等、角色互动的

学习氛围，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未能培

养教育者学习美术的

良好习惯，能自信地

欣赏、评价、创作美

术作品，未能有效促

进学生的个性特长得

到有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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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艺术写生-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艺术写生-2》
课程

代码
2413620929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

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2学期 学分 2 课程负责人 张龙翔

总学时 2周
理论

学时
实践学时 2周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水彩》《速写》《平面构成》

后续课程：《山水画创作》《油画风景》《毕业创作》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

A

参考教材

B

主要参考

书籍

C

线上学习

资源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艺术写生课程是美术学的必修课程，是在四年教学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对

课堂专业理论和训练的有机补充，是不可或缺的教学组成部分。是学生

经过室内课堂学习绘画表现技巧之后，转入大自然进行室外作业和绘画，

通过在缪固定区域进行相对长时间的艺术写生实践教学，通过对自然景

物的了解和实际绘制,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自然风光、提升对祖国大好河山

的热爱，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增强学生的自然感受能力、自然

描绘能力。让学生在自然的描绘中提高专业技能，通过写生实践教学，

为学生开展创作积累丰富素材，提高学生的创作能力。为学生持续学习

及创作打下坚实基础，并能培养师生的感情，形成和强化团队意识。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运用色彩、速写等多种手法进行风景写生，使学生掌握收集

素材能力，达到不同阶段对某些课程的辅助教学，通过写生提升从生活

中寻找创作灵感的能力，理解艺术源于生活，运用艺术创作美化生活。

（支撑毕业要求 3.2）

课程目标 2：通过写生，感受与课堂学习不同的现实经历，理解古人的“外

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理论来源。（支撑毕业要求 5.1）

课程目标 3：通过写生了解集体实践和野外学习的实施过程，学习如何策

划组织类似活动。（支撑毕业要求 5.2）

课程目标 4：培养沟通交流能力，形成和强化团队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

（支撑毕业要求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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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3.2 专业发展知识】掌握一定的美术创作

能力，能够灵活运用艺术语言，解读美术作

品意蕴，具备一定的审美判断能力和良好的

艺术赏析能力。

3.学科素养

课程目标 2

【5.1 班级管理能力】树立德育为先理念，

了解中学德育的原理与方法，熟悉学生心理

活动的一般规律，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的一般

策略和方法，掌握班级组织、管理与建设的

工作规律与基本方法，能够对班级德育活动

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教育活动进行全程引导、

评价和反馈。

5.班级指导

课程目标 3

【5.2 班级活动能力】能够组织策划班级活

动，通过开展主题班会、家长会（家访）、

集体活动等形式，开展教育活动，指导学生

发展、评价学生综合素质，具备组织班级、

校园文化活动的能力。

5.班级指导

课程目标 4

【8.2 团队协作精神】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

用，重视团队合作，能够积极参与小组互助

和合作学习，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8.沟通合作

F

理论学习

内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理论学

时分配

合计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一）布置一定量的写生作业（任课教师根据写生课程

安排的实际情况、根据培养方案中该课程不同时段匹配

不同课程的要求，根据专业方向合理适量灵活安排作

业。），要求运用各种先学课程成果，进行写生，学习

搜集素材的能力，掌握基础的记录资料方法，辅助后学

课程。

支撑课程

目标 1

（二)运用形式美法则，指导学生触发灵感的方式方法，

锻炼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审美表达能力。

支撑课程

目标 1

（三）能够不间断坚持写生，并能表达出自己的写生到

创作思路，师生进行互动交流。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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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过写生，感受学校学习和野外学习不同，进一

步了解人际关系和集体意识。

支撑课程

目标 2、3、

4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由学院统一安排写生场地和人员配置、资金配置，并由院领导进行

动员，使学生了解艺术写生的重要性；

2.指导教师在地点和资金等基础条件具备的基础上，进行计划奥派和

内部分工，学生做好小组分工；

3.写生实践过程中实践指导。

4.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口头训练)

J

教学条件

要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要求等）

1.建议院里选择有资质的，国内较知名的写生基地，

2.明确各项资金和课酬，

3.选择天气较为干燥、凉爽时间进行写生，

4.为保证教学效果，原则上每 15-20 人应配备一名指导教师。同时整体

配备一名思政人员，负责期间的学生管理、资金管理。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作业

评分

占比

（%）

实验

评分

占比

（%）

期中

考试

评分

占比

（%）

小组

活动

评分

占比

（%）

期末

考试

评分

占比

（%）

课程目标

1（50%）
写生作业（对专业技能的掌握）50 -

课程目标

2（20%）

学习心得（对艺术源于生活的

理解）
20

课程目标

3（20%）

学习心得（对集体实践活动的

了解程度）
20 -

课程目标

4（10%）

学习心得（集体活动中的协作

精神）
10 -

总分 100 0.8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根据写生计划和前期先学，思考准备何种方式记录写生，通

过网络、图书等手段预先了解涉及的学习资源，规划自己的写生计划，充

分发挥自身的学习能动性。

2.研究性学习。鼓励学生带着问题进入采风实践，在实践中解决课程中的

技法和意识问题，尝试各种方式进行写生和技巧提升，开阔学生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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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评分量表
《艺术写生-2》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批意见：大纲符合培养要求，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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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写生-2》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

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运用色彩、速

写等多种手法进行风景写

生，使学生掌握收集素材能

力，达到不同阶段对某些课

程的辅助教学，通过写生提

升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的

能力，理解艺术源于生活，

运用艺术创作美化生活。

能够认真做好写生

计划，准备充分，能

够通过色彩、速写等

多种手法收集素材，

数量众多，质量上

乘。通过写生很好地

提升对艺术创作的

认识。

能够较好地安排写生

计划，准备较充分，能

够通过色彩、速写等多

种手法收集素材，数量

较多，质量良好。通过

写生较好地提升对艺

术创作的认识。

能够安排写生计划，

准备较较充足，能够

通过色彩、速写等多

种手法收集素材，数

量符合要求，质量较

好。通过写生较为明

显地提升对艺术创

作的认识。

能够安排写生计划，

准备较较充足，能够

通过色彩、速写等多

种手法收集素材，数

量符合要求，质量较

好。通过写生较为明

显地提升对艺术创作

的认识。

写生计划安排不够

合理，准备不足，

收集素材，数量未

能符合要求，质量

不高。没有明显进

步。

课程目标 2：通过写生，感

受与课堂学习不同的现实经

历，理解古人的“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的理论来源。

在学习心得中能够

深刻地理解艺术源

于生活这一基本理

论。

在学习心得中能够较

好地理解艺术源于生

活这一基本理论。

在学习心得中能够

理解艺术源于生活

这一基本理论。

在学习心得中能够基

本理解艺术源于生活

这一基本理论。

在学习心得中未能

够正确地理解艺术

源于生活这一基本

理论。

课程目标 3：通过写生了解

集体实践和野外学习的实施

过程，学习如何策划组织类

似活动。

在学习心得中对写

生这类野外学习的

实施过程有深刻理

解和认识。

在学习心得中对写生

这类野外学习的实施

过程有较好理解和认

识。

在学习心得中对写

生这类野外学习的

实施过程有一定理

解和认识。

在学习心得中对写生

这类野外学习的实施

过程有基本理解和认

识。

在学习心得中对写

生这类野外学习的

实施过程缺乏理解

和认识。

课程目标 4：培养沟通交流

能力，形成和强化团队意识

和团队协作精神。

在学习心得中对在

写生这类集体活动

中的团队意识和协

作精神有深刻理解

和认识。

在学习心得中对在写

生这类集体活动中的

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

有较好理解和认识。

在学习心得中对在

写生这类集体活动

中的团队意识和协

作精神有一定理解

和认识。

在学习心得中对在写

生这类集体活动中的

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

有基本理解和认识。

在学习心得中对在

写生这类集体活动

中的团队意识和协

作精神缺乏理解和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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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艺术写生-3》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艺术写生-3》
课程

代码
2413620930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

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6学期 学分 2 课程负责人 邓维明

总学时 2周
理论

学时
实践学时 2周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水彩》《速写》《平面构成》《油画基础》《国画基础》《山

水画临摹》《丙烯绘画》

后续课程：《山水画创作》《油画风景》《毕业创作》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

A

参考教材

B

主要参考

书籍

C

线上学习

资源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艺术写生课程是美术学的必修课程，是在四年教学过程中的不同阶段

对课堂专业理论和训练的有机补充，是不可或缺的教学组成部分。本次课

程是艺术写生的第三次，是学生经过室内课堂学习绘画表现技巧之后，转

入大自然进行室外作业和绘画，通过在某固定区域进行相对长时间的艺术

写生实践教学，通过对自然景物的了解和实际绘制,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自然

风光、提升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增强学

生的自然感受能力、自然描绘能力。让学生在自然的描绘中提高专业技能，

通过写生实践教学，为学生开展创作积累丰富素材，提高学生的创作能力。

为学生持续学习及创作打下坚实基础，并能培养师生的感情，形成和强化

团队意识。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课程目标 1：大学三年级学生运用国画、油画两个专业特有表现语言，运用

形式美法则，在野外写生场地完成一定数量对景写生。（支撑毕业要求 3.2）

课程目标 2：通过写生活动，分析古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理论来源，

制定个人的写生计划，撰写写生心得，比较和阐述与课堂学习不同的现实

经历，引申在今后从事教育中对班级德育活动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思考。（支

撑毕业要求 5.1）

课程目标 3：通过写生，设计集体实践和野外学习的实施方案，总结归纳如

何策划组织类似活动。（支撑毕业要求 5.2）

课程目标 4：通过写生实践，培养沟通交流能力，形成和强化团队意识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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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协作精神。（支撑毕业要求 8.2）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3.2 专业发展知识】掌握一定的美术创作

能力，能够灵活运用艺术语言，解读美术作

品意蕴，具备一定的审美判断能力和良好的

艺术赏析能力。

3.学科素养

课程目标 2

【5.1 班级管理能力】树立德育为先理念，

了解中学德育的原理与方法，熟悉学生心理

活动的一般规律，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的一般

策略和方法，掌握班级组织、管理与建设的

工作规律与基本方法，能够对班级德育活动

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教育活动进行全程引导、

评价和反馈。

5.班级指导

课程目标 3

【5.2 班级活动能力】能够组织策划班级活

动，通过开展主题班会、家长会（家访）、

集体活动等形式，开展教育活动，指导学生

发展、评价学生综合素质，具备组织班级、

校园文化活动的能力。

5.班级指导

课程目标 4

【8.2 团队协作精神】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

用，重视团队合作，能够积极参与小组互助

和合作学习，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8.沟通合作

F

理论学习内

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理论学

时分配

合计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一）布置一定量的写生作业（任课教师根据写生课程

安排的实际情况、根据培养方案中该课程不同时段匹配

不同课程的要求，根据专业方向合理适量灵活安排作

业。），要求运用各种先学课程成果，进行写生，学习

搜集素材的能力，掌握基础的记录资料方法，辅助后学

课程。

支撑课程

目标 1

（二)运用形式美法则，指导学生触发灵感的方式方法，支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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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审美表达能力。 目标 1

（三）能够不间断坚持写生，并能表达出自己的写生到

创作思路，师生进行互动交流。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4

（四）通过写生，感受学校学习和野外学习不同，进一

步了解人际关系和集体意识。

支撑课程

目标 2、3、

4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由学院统一安排写生场地和人员配置、资金配置，并由院领导进行

动员，使学生了解艺术写生的重要性；

2.指导教师在地点和资金等基础条件具备的基础上，进行计划奥派和

内部分工，学生做好小组分工；

3.写生实践过程中实践指导。

4.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口头训练)

J

教学条件

要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要求等）

1. 建议院里选择有资质的，国内较知名的写生基地，

2. 明确各项资金和课酬，

3. 选择天气较为干燥、凉爽时间进行写生，

4. 为保证教学效果，原则上每 15-20 人应配备一名指导教师。同时整体配

备一名思政人员，负责期间的学生管理、资金管理。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作业

评分

占比

（%）

实验

评分

占比

（%）

期中

考试

评分

占比

（%）

小组

活动

评分

占比

（%）

期末

考试

评分

占比

（%）

课程目标

1（50%）
写生作业（对专业技能的掌握）50 -

课程目标

2（20%）

学习心得（对艺术源于生活的

理解）
20

课程目标

3（20%）

学习心得（对集体实践活动的

了解程度）
20 -

课程目标

4（10%）

学习心得（集体活动中的协作

精神）
10 -

总分 100 0.8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根据写生计划和前期先学，思考准备何种方式记录写生，通

过网络、图书等手段预先了解涉及的学习资源，规划自己的写生计划，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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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自身的学习能动性。

2.研究性学习。鼓励学生带着问题进入采风实践，在实践中解决课程中的

技法和意识问题，尝试各种方式进行写生和技巧提升，开阔学生的视野。

M

评分量表
《艺术写生-3》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批意见：大纲符合培养要求，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145

《艺术写生-3》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

分

量

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运用素描、色

彩、速写、国画、油画等多

种手法进行风景写生，使学

生掌握收集素材能力，达到

不同阶段对某些课程的辅助

教学，通过写生提升从生活

中寻找创作灵感的能力，理

解艺术源于生活，运用艺术

创作美化生活。

能够认真做好写生计

划，准备充分，能够通

过素描、色彩、速写、

国画、油画等多种手法

收集素材，数量众多，

质量上乘。通过写生很

好地提升对艺术创作

的认识。

能够较好地安排写生

计划，准备较充分，

能够通过素描、色彩、

速写、国画、油画等

多种手法收集素材，

数量较多，质量良好。

通过写生较好地提升

对艺术创作的认识。

能够安排写生计划，准

备较较充足，能够通过

素描、色彩、速写、国

画、油画等多种手法收

集素材，数量符合要

求，质量较好。通过写

生较为明显地提升对

艺术创作的认识。

能够安排写生计划，准

备较较充足，能够通过

素描、色彩、速写、国

画、油画等多种手法收

集素材，数量符合要

求，质量较好。通过写

生较为明显地提升对

艺术创作的认识。

写生计划安排不够

合理，准备不足，收

集素材，数量未能符

合要求，质量不高。

没有明显进步。

课程目标 2：通过写生，感

受与课堂学习不同的现实经

历，理解古人的“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的理论来源。

在学习心得中能够深

刻地理解艺术源于生

活这一基本理论。

在学习心得中能够较

好地理解艺术源于生

活这一基本理论。

在学习心得中能够理

解艺术源于生活这一

基本理论。

在学习心得中能够基

本理解艺术源于生活

这一基本理论。

在学习心得中未能

够正确地理解艺术

源于生活这一基本

理论。

课程目标 3：通过写生了解

集体实践和野外学习的实施

过程，学习如何策划组织类

似活动。

在学习心得中对写生

这类野外学习的实施

过程有深刻理解和认

识。

在学习心得中对写生

这类野外学习的实施

过程有较好理解和认

识。

在学习心得中对写生

这类野外学习的实施

过程有一定理解和认

识。

在学习心得中对写生

这类野外学习的实施

过程有基本理解和认

识。

在学习心得中对写

生这类野外学习的

实施过程缺乏理解

和认识。

课程目标 4：培养沟通交流

能力，形成和强化团队意识

和团队协作精神。

在学习心得中对在写

生这类集体活动中的

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

有深刻理解和认识。

在学习心得中对在写

生这类集体活动中的

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

有较好理解和认识。

在学习心得中对在写

生这类集体活动中的

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

有一定理解和认识。

在学习心得中对在写

生这类集体活动中的

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

有基本理解和认识。

在学习心得中对在

写生这类集体活动

中的团队意识和协

作精神缺乏理解和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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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教育见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教育见习
课程

代码
2413620932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6学期 学分 2 课程负责人 李建辉

总学时 2周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2周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美术教学论》

后续课程：教育实习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

A

参考教材
无

B

主要参考

书籍

《教育见习与实习》戴建兵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 12 月

《中学教育见习与实习》陈时见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8 月

《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优秀教案设计集锦（中学篇）》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

海市教师专业发展工程领导小组 2021 年 3 月

C

线上学习

资源

超星学习平台 http://www.chaoxing.com/

学堂在线 https://www.xuetangx.com/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ykt.eduyun.cn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教育见习是教育实习的准备与积累阶段，是美术学专业实践教学中

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让美术学专业的师范生置身于基础

教育真实的教学环境中，经历并体验中学（初中）美术教育教学的基本

情况，切身感受不同教师的教学艺术和教学风格，实地吸收中学（初中）

美术教学和班主任工作的有益营养，掌握常规教学程序，了解教学改革

情况及教师的素质要求，从而明确师范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要求，使学生

对美术教学论课程的意义有深刻的认识。

教育见习的主要任务可以概括为通过专家讲座、参观、教学观摩、

评教、教材分析、备课、班主任工作和课外活动等形式，了解中学（初

中）教育和美术教学的基本情况，通过生动的事例和亲身经历受到深刻

的思想教育，体会教师职业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增强从事中学（初中）

美术教育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培养教学和管理的创新意识。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1.感受教师工作职责与要求，了解见习学校和老师，深入

班级参加班级活动，感悟教师职业所需的思想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加

深对师德的认识；观摩各类教育教学活动，课堂教学和课后评议，了解

中学（初中）美术教师的工作岗位所需的基本技能，并能够运用一定的

现代教育技术进行初步的教学设计和片段教学实践，具有从教意愿和教

师职业认同感，认同美术教师工作的意义和美育使命，并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支撑毕业要求1.2、2.1、2.2、4.1、4.2、4.3）。

课程目标2.在学生认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教育学、心理学、班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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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基本理论知识后，通过班主任工作观摩学习，对班级工作的各个环

节进行观察了解、调查研究和分析讨论，初步了解班级组织、建设的工

作规律和基本方法，并具有初步的沟通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支

撑毕业要求5.1、5.2、6.2、8.1、8.2）

课程目标3.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能够在见习过程中结合

中学（初中）美术学科改革发展的动态，不断学会反思，初步掌握分析

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技能。（支撑毕业要求7.1、7.2）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1.2 师德准则】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明确教师和学生的权利及义务，以立德树人

为己任，并将其深入贯彻于教师职业生涯之

中。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备依

法执教意识和高尚的师德修养，领悟“四有”

好老师的内涵。

【2.1 职业认同】具有从教意愿，热爱教学、

热爱学生，认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

具备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规范，拥有实事

求是的工作态度、积极的情感、正确的价值

观，能够全身心从事教师工作，全心全意，

尽职尽责。

【2.2 以生为本】具备较为深厚的人文底蕴

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掌握中学生的成长

规律、认知特点、思维模式，尊重学生人格，

富有爱心、责任心，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工作细心、耐心，关心每一位学生，做学生

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

的引路人。

【4.1 美术教学能力】熟悉《义务教育艺术

课程标准》，掌握初中美术课程教学方法，

能够依据课程标准，针对初中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特点和美术学科认知特点，善于美术学

科教学设计，具备美术教育教学基本技能。

【4.2 教师职业技能】以学生为中心，能够

整合美术学科知识和美术学习策略指导学

生，有效利用美术学科知识和信息技术开展

教学实施与评价，用美育的手段促进中学生

的全面、个性发展。

【4.3 教学研究能力】能够结合教学规律和

特点，持续开展教学反思，改进教学方式方

法、提升教学质量，形成并具备初步的美术

教学研究能力。

师德规范（1）

教育情怀（2）

教学能力（4）

课程目标 2【5.1 班级管理能力】树立德育为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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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学德育的原理与方法，熟悉学生心理

活动的一般规律，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的一般

策略和方法，掌握班级组织、管理与建设的

工作规律与基本方法，能够对班级德育活动

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教育活动进行全程引导、

评价和反馈。

【5.2 班级活动能力】能够组织策划班级活

动，通过开展主题班会、家长会（家访）、

集体活动等形式，开展教育活动，指导学生

发展、评价学生综合素质，具备组织班级、

校园文化活动的能力。

【6.2 综合育人本领】掌握美术学及相关学

科的育人知识、内容与方法，能够有效结合

美术课程思政、德育课程、主题教育、社团

活动和艺术活动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系统教

育和积极引导，实现综合育人教育目的。

【8.1 沟通交流能力】掌握人际交往的方式

方法，善于开展人际交流，具备良好的沟通

表达能力，能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积极有效的

进行沟通，共同探讨解决问题。

【8.2 团队协作精神】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

用，重视团队合作，能够积极参与小组互助

和合作学习，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班级指导（5）

综合育人（6）

沟通合作（8）

课程目标 3

【7.1 发展规划意识】具有专业发展意识，

理解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的意义；了解国内

外美术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动态，能够适应并

紧跟时代和教育发展需求，进行有效学习和

职业发展规划，养成终身学习习惯。

【7.2 反思改进能力】初步掌握教育教学活

动的反思方法与技能，具有一定创新意识，

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美术

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成终身学习习惯。

学会反思（7）

F

理论学习内

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学时

分配

无

合计

G

实验（实训）

内容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学时

分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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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时长

分配

1.中学（初中）美术教学见习

（1）观摩各种类型的中学（初中）美术课

（2）听中学（初中）美术教学经验、改革报告

或者观看报告录像，并以见习小组为单位围绕专题

进行认真的讨论。

（3）参加美术教研组备课及其他教研活动。

支撑课程

目标 1

2 周

2.中学（初中）班主任工作见习

（1）观摩优秀班级管理及教育活动案例，并以

见习小组为单位进行认真的评议和讨论。

（2）听优秀中学（初中）班主任经验报告或者

观看报告录像，并以见习小组为单位认真讨论新时

期中学班主任工作。

支撑课程

目标 2

3.反思总结

见习生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利用视频、录像、文本

等资源，以讨论交流、观摩反思等形式，运用所学的教

育教学理论对见习阶段的教学工作、班主任工作等进行

分析、探讨和研究。

支撑课程

目标 3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见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如口头训练等)

J

教学条件

需求

统一在第 6 学期安排 2周到教师专业发展学校集中见习。由见习学校为每

位实习生安排教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的指导老师。若因疫情无法深入实地

见习，则需借助网络资源进行观摩学习。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及评

分占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教学

工作

评分

占比

（%）

班主

任工

作评

分占

比（%）

反思

总结

评分

占比

（%）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课程目标 1

（50%）
教学能力 50 -

课程目标 2

（35%）
班级指导 35 -

课程目标 3

（15%）
反思总结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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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100 50 35 15 0.8

L

学习建议

M

评分量表
教育见习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批意见：大纲符合培养要求，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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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见习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感受教师工

作职责与要求，了解见习

学校和老师，深入班级参

加班级活动，感悟教师职

业所需的思想教育、心理

健康教育，加深对师德的

认识；观摩各类教育教学

活动，课堂教学和课后评

议，了解中学（初中）美

术教师的工作岗位所需的

基本技能，并能够运用一

定的现代教育技术进行实

践，具有从教愿和教师职

业认同感，认同美术教师

工作的意义和美育使命，

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遵守实习纪律，圆满

完成教学工作实习、

班主任工作见习的

各项任务；熟练掌握

各种教学所需的技

术手段，能够有逻辑

有条理的完成整个

教学过程的设计和

整个课程实践环节；

遵守实习纪律，较好

地完成教学工作见

习、班主任工作见习

的各项任务。掌握各

种教学所需的技术

手段，能够有条理的

完成整个教学过程

的设计和整个课程

实践环节；

遵守实习纪律，基本

完成教学工作见习、

班主任工作见习的各

项任务。基本掌握各

种教学所需的技术手

段，能够独立完成整

个教学过程的设计和

整个课程实践环节；

遵守实习纪律，经指

导和帮助能完成教学

工作见习、班主任工

作见习的各项任务。

在教师和同学帮助下

完成教学所需的技术

手段，能够基本完成

整个个教学过程的设

计和整个课程实践环

节；

未完成教学工作

见习、班主任工作

实见习的各项任

务。没有掌握各种

教学所需的技术

手段，不能够完成

整个教学过程的

设计和整个课程

实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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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2：在学生认

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

教育学、心理学、班级

管理等基本理论知识

后，通过班主任见习，

对班级工作的各个环

节进行观察了解、调查

研究和分析讨论，初步

了解班级组织、建设的

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

并具有初步的沟通表

达能力和团队协作精

神。

教育见习目的明

确，态度端正，

工作认真负责，

明确班主任工作

的目的与任务，

讲究工作方法效

果好。

教育见习目的明

确，态度端正，工

作认真，熟悉教

材，明确班主任工

作的目的与任务，

组织能力较强，工

作效果较好。

教育见习目的较明

确，态度端正，工

作认真，熟悉教材，

明确班主任工作的

目的与任务，组织

能力一般，工作效

果较好。

教育见习目的尚明

确，态度较端正，

工作较认真，经指

导和帮助能完成见

习任务。工作目的

明确，但工作不够

主动。有工作计划，

独立工作能力和组

织能力较弱。

教育见习目的

不明确，工作不

够认真，不能完

成见习任务。实

习目的不明确，

工作无计划。缺

乏纪律性，违反

校纪并造成不

良影响。

课程目标 3：能够在见习

过程中要不断学会反思，

从教学反思中不断完善自

我，超越自我，不断进步。

积极参加见习教研

活动，有独立、新颖

见解。反思有针对

性，原因分析恰当，

有一定理论水平，文

字简洁，能体现实习

收获。

积极参加见习教研

活动，能结合实习情

况进行发言。反思有

现实意义，能较好分

析原因，能结合相关

理论，文字准确，能

体现实习收获。

积极参加见习教研活

动，有一定思考。教

育反思较为合理，能

较好分析原因，文字

准确。

能完整参加见习教研

活动。教育反思有合

理之处，能分析原因，

文字较为准确。

参加见习教研活

动情况较差。教育

反思偏离实际，原

因分析不当，文字

表达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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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教育研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教育研习
课程

代码
2413610934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8学期 学分 1 课程负责人 李建辉

总学时 1周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1周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教育见习、教育实习

后续课程：毕业论文（设计）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

A

参考教材

《美术》初中教材（七八九年级上下册），人民美术出版社

《美术》初中教材（七八九年级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B

主要参考

书籍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11 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钱初熹.《美术教学理论与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二版）。

C

线上学习

资源

未来学堂资源及案例系统 http://wlxt.jqweike.cn/list
福建基础教育网 https://www.fjjcjy.com/WebJcjy/
CNKI 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http://cfed.cnki.net/
美术教学资源网 http://www.msjxzy.com/msjx/index.html
中国美术教育网 http://www.cnartedu.cn/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教育研习是高等学校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环节中的综合性、实践性必

修课程，是对师范生教育见习、教育实习等教育教学实践过程工作的反

思和总结，并结合中学美术教育教学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新技

术以及新课程的实施要求，通过实践经验交流、教学设计研讨、课堂观

察评议、主题班会研讨和教育调查报告研讨等多种途径，对师范生实践

过程中的教育教学行为加以分析、探究与评价，以达到经验交流与反思、

合作分析与探讨、及时总结与提升的目的。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1：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依法执教，以立德树人为己任。遵守中小学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认同美术教师工作的意义和美育使命，胸怀教育初心，

情系学生成长，总结中学美术教师以学生为中心的的工作准则。（支撑

毕业要求1.2、2.1、2.2）

课程目标2：通过教学实践经验交流、教学设计研讨、课堂教学评议

等，归纳中学美术教学规律和特点，持续开展教学反思，总结美术教学

研究成果，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提升教学质量。（支撑毕业要求4.3）

课程目标3：通过教育教学实践经验交流、主题班会评议及教育调查

研讨等形式，分析中学（初中）美术学科改革发展的动态和教育发展需

求，归纳教育教学活动的反思方法与技能，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

提升发展规划意识和反思改进能力。（支撑毕业要求7.1、7.2）



154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1.2 师德准则】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明确教师和学生的权利及义务，以立德树人

为己任，并将其深入贯彻于教师职业生涯之

中。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备依

法执教意识和高尚的师德修养，领悟“四有”

好老师的内涵。

【2.1 职业认同】具有从教意愿，热爱教学、

热爱学生，认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

具备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规范，拥有实事

求是的工作态度、积极的情感、正确的价值

观，能够全身心从事教师工作，全心全意，

尽职尽责。

【2.2 以生为本】具备较为深厚的人文底蕴

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掌握中学生的成长

规律、认知特点、思维模式，尊重学生人格，

富有爱心、责任心，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工作细心、耐心，关心每一位学生，做学生

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

的引路人。

师德规范（1）

教育情怀（2）

课程目标 2

【4.3 教学研究能力】能够结合教学规律和

特点，持续开展教学反思，改进教学方式方

法、提升教学质量，形成并具备初步的美术

教学研究能力。

教学能力（4）

课程目标 3

【7.1 发展规划意识】具有专业发展意识，

理解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的意义；了解国内

外美术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动态，能够适应并

紧跟时代和教育发展需求，进行有效学习和

职业发展规划，养成终身学习习惯。

【7.2 反思改进能力】初步掌握教育教学活

动的反思方法与技能，具有一定创新意识，

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美术

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学会反思（7）

F

理论学习内

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学时

分配

无

合计

G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学时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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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实训）

内容
无

合计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时长

分配

1.实践经验交流：交流参与师德体验、教学实践、班级

管理实践、教研实践等教育实践活动的心得体会，尝试

用教育实践的经验总结指导课程建设。

2.教学设计研讨：分析教案文本规范性，研讨教学思路、

教学重点与难点、教学目标与理念。

3.课堂教学评议：评议教学技能、教学方法、教学策略

合理性及教学效果，交流提升教育教学技能。

教学技能：语言、板书板画、教态、课件运用、资

源运用、课堂提问等；

教学方法：讲授、提问、阅读指导、材料分析、情

境创设、问题讨论等；

教学策略：教学过渡、方法引导、机智应变、偶发

事件处理等；

教学效果：重点难点的解决、教学目标的达成、教

学理念的渗透等。

4.主题班会评议：评议班会设计探讨及教学方法、教学

策略、教学效果。

班会设计：主题、思路、课件辅助、活动准备；

教学方法：讲授、提问、情境创设、问题讨论；

教学策略：教学过渡、方法引导、机智应变、偶发

事件处理；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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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重点难点的解决、教学目标的达成、教

育理念的渗透。

5.教育调查研讨：选题意义探讨及研究（调查）设计、

研究（调查）过程、成果表述研讨，在教育研习中将“教

育实习+毕业设计（论文）”具象化，为毕业设计（论

文）做好前期准备。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如口头训练等)

J

教学条件

需求

统一在第七学期安排到教师专业发展学校集中实习。由实习学校为每位实

习生安排教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的指导老师。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平时

表现

评分

占比

（%）

教学

研究

评分

占比

（%）

研习

报告

评分

占比

（%）

课程目标

1（30%）
师德准则和教育情怀表现情况 30 -

课程目标

2（30%）

教学设计研讨和教学评议等教学

研究情况
30 -

课程目标

3（40%）

教育教学实践工作反思和教育研

习报告
40 -

总分 100 30 30 40 -

L

学习建议

M

评分量表
《教育研习》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3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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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3 年 8 月 31 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3 年 8 月 31 日

审批意见：大纲符合培养要求，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3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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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习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贯彻执行党的教

育方针政策，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依法执教，以立德树

人为己任。遵守中小学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认同美术教

师工作的意义和美育使命，

胸怀教育初心，情系学生成

长，总结中学美术教师以学

生为中心的的工作准则。

遵守研习要求，教育

目的明确，态度端

正，工作认真负责，

能够以学生为中心，

立德树人为己任。

遵守研习要求，教育

目的较明确，态度端

正，工作认真负责，

能够以学生为中心，

立德树人为己任。

遵守研习要求，教育

目的较为明确，态度

较端正，工作基本负

责，基本能够以学生

为中心，立德树人为

己任。

基本遵守研习要求，

教育目的基本明确，

态度较端正，工作基

本负责，以学生为中

心和立德树人意识

较为薄弱。

不遵守研习要求，

教育目的不明确，

态度不端正，工作

基本负责，没有以

学生为中心和立

德树人的意识。

课程目标 2：通过教学实践经

验交流、教学设计研讨、课

堂教学评议等，归纳中学美

术教学规律和特点，持续开

展教学反思，总结美术教学

研究成果，改进教学方式方

法、提升教学质量。

在教学研习工作中，

能够归纳中学美术

教学规律和特点，持

续开展教学反思，总

结美术教学研究成

果，改进教学方式方

法、提升教学质量。

在教学研习工作中，

能够较好归纳中学

美术教学规律和特

点，较好的开展教学

反思，总结美术教学

研究成果，改进教学

方式方法、提升教学

质量。

在教学研习工作中，

基本能够归纳中学美

术教学规律和特点，

一般的开展教学反

思，总结美术教学研

究成果，改进教学方

式方法、提升教学质

量。

在教学研习工作中，

基本能够归纳中学

美术教学规律和特

点，一般的开展教学

反思，总结美术教学

研究成果，改进教学

方式方法、提升教学

质量效果一般。

在教学研习工作

中，不善于归纳中

学美术教学规律

和特点，没有开展

教学反思和改进

教学方式方法。

课程目标 3：通过教育教学实

践经验交流、主题班会评议

及教育调查研讨等形式，分

析中学（初中）美术学科改

革发展的动态和教育发展需

求，归纳教育教学活动的反

在教育研习活动中

有独立、新颖见解。

研习报告有针对性，

原因分析恰当，有一

定理论水平，文字简

洁，能体现研习收

在教育研习活动中

有独立、新颖见解。

研习报告有现实意

义，能较好的原因分

析，有一定理论水

平，文字简洁，能体

在教育研习活动中有

一定思考。研习报告

较为合理，能较好分

析原因，文字准确。

能完整参加教育研

习活动。反思总结有

合理之处，能分析原

因，文字较为准确。

参加教育研习活

动情况较差。反思

总结偏离实际，原

因分析不当，文字

表达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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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方法与技能，分析和解决

教育教学问题，提升发展规

划意识和反思改进能力。

获。 现研习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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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美术学专业
《毕业论文（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毕业论文（设计）》
课程

代码
2413660935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

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8学期 学分 6 课程负责人 邓维明

总学时 8周
理论

学时
0 实践学时 8周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素描、色彩等专业技能课和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艺术概

论等专业理论课以及教师教育课程。

后续课程：

适用专业 美术学（师范）专业

A

参考教材
无

B

主要参考

书籍

C

线上学习

资源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毕业论文（设计）是美术学专业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为了凸显美术

学专业的教师教育属性和应用性，美术学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分别以

中学美术教育教学论文和美术作品创作的形式呈现，学生在毕业论文（设

计）导师的指导下通过搜集素材、准备材料、构思、开题、实施、撰写论

文、毕业创作展和进行毕业答辩的环节完成毕业创作（历程），毕业论文

（设计）是大学应届毕业生总结性的独立作业，是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所

获得的美术学师范专业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综合运用，

也是对学生对本专业各门课程及相关科目的全部所学知识、技能和理论掌

握程度的一次总检验。是大学本科生毕业时必须完成的教学环节；是学生

能否顺利毕业、授予学位的重要条件（目的）。通过毕业设计和毕业设计

答辩，使学生对自己的专业水准有全面、系统、准确地认识和总结，也是

走向社会施展自己专业技能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结果）。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通过毕业创作指导学生进行美术创作实践能力训练，通过选材

和选题锻炼艺术思维、深度了解美术创作的过程，以学生为中心检验学生

专业基础知识、专业发展知识、跨学科学习应用的综合运用能力，具备独

立美术创作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3.2、3.3）

课程目标 2：通过毕业论文考核师范生的美术教学基本能力、教师职业技能

的掌握运用和中学美术教育教学研究能力，能够依据《义务教育艺术课程

标准》结合教学规律和特点，持续开展教学反思，分析和研究中学美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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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中的相关现象和问题，形成并具备初步的美术教学研究能力。（4.1、

4.2、4.3）

课程目标 3：通过毕业论文（设计）的全过程，锤炼师范生坚定的理想信

念，具备发展规划意识和反思改进能力，理解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的意义，

能够紧密结合美术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动态和适应教育发展需求，掌握美术

教育教学活动和美术创作的反思方法与技能，具有一定创新意识，具备良

好的沟通表达能力，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美术教育教学和

美术创作中存在的问题。（1.1、7.1、7.2、8.1）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3.2 专业发展知识】掌握一定的美术创作

能力，能够灵活运用艺术语言，解读美术作

品意蕴，具备一定的审美判断能力和良好的

艺术赏析能力。

【3.3 跨学科学习和应用能力】具备跨学科

意识和大美育观，领会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

以及社会实践的内在联系，运用美术知识美

化生活，具备跨学科视野。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 2

【4.1 美术教学能力】熟悉《义务教育艺术

课程标准》，掌握初中美术课程教学方法，

能够依据课程标准，针对初中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特点和美术学科认知特点，善于美术学

科教学设计，具备美术教育教学基本技能。

【4.2 教师职业技能】以学生为中心，能够

整合美术学科知识和美术学习策略指导学

生，有效利用美术学科知识和信息技术开展

教学实施与评价，用美育的手段促进中学生

的全面、个性发展。

【4.3 教学研究能力】能够结合教学规律和

特点，持续开展教学反思，改进教学方式方

法、提升教学质量，形成并具备初步的美术

教学研究能力。

教学能力（4）

课程目标 3

【1.1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政治

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结合美术教育

融入课程思政，挖掘美术课程中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育元素。

【7.1 发展规划意识】具有专业发展意识，

理解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的意义；了解国内

外美术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动态，能够适应并

紧跟时代和教育发展需求，进行有效学习和

职业发展规划，养成终身学习习惯。

【7.2 反思改进能力】初步掌握教育教学活

师德规范（1）

学会反思（7）

沟通合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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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反思方法与技能，具有一定创新意识，

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美术

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8.1 沟通交流能力】掌握人际交往的方式

方法，善于开展人际交流，具备良好的沟通

表达能力，能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积极有效的

进行沟通，共同探讨解决问题。

F

理论学习内

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理论学

时分配

合计

G

实验（实训）

内容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通过素材搜集整理、选题、开题、创作等环节独立完成

毕业创作作品，并通过毕业创作中期检查和答辩环节。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合计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学

时分配

一、毕业论文（设计）设计各环节要求

1．毕业论文（设计）形式：以中学美术教育教学论文

和美术创作作品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2．选题原则：美术学专业的毕业创作（设计）选题必

须符合该专业培养方案。既要强化美术学师范专业特

色，也允许多学科穿插，力求有益于学生综合运用多学

科的理论知识与技能，在不违背培养方案的前提下，选

题类型可以多种多样，使学生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

作品应具有较强的独创性和相当的工作量，体现学生的

全面素质。杜绝与培养方案有明显差距的选题。学生选

题应具有可完成性，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经过努力

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选题的深度、广度和难度要适

当，内容既要结合实际有一定的探索性，又要贯彻“少

而精”的原则，鼓励结合基础教育和社会需求的选题。

3．开题审查：为了确保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毕

业论文（设计）工作将对学生的选题进行答辩形式的开

题审查。强化开题审查环节有助于毕业论文（设计）的

质量提升，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拟定一至两个选题，制

支撑课程

目标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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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 ppt，通过毕业论文（设计）开题审查委员会的开

题答辩过程，取得资格审查合格才能进入实际创作环

节。未能通过开题的学生必须在资格审查会议结束后的

一周内重新选题并由开题审查委员会三位成员签署意

见后方能进入实际操作环节。

4．毕业论文（设计）答辩：秘书组在展出前收集好空

白毕业论文答辩成绩单，在答辩当天现场交给负责人，

由系责任人组织，对毕业论文和毕业创作进行统一集体

答辩。学生须制作 PPT 进行答辩，分别陈述毕业论文和

毕业创作，并回答答辩老师的提问问题。

二、导师职责

1、毕业论文（设计）具有其独特性，教师的有效指导

是学生顺利完成毕业创作与设计的基本保障，要求导师

要善于因才施教、启发引导，努力开发学生的创造力，

尽量避免以老师的意见取代学生思维的做法，应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力争每位老师指导的论文和

创作达到“各具特色、各有面貌”的效果。

2、开题审查环节，指导教师应充分利用审查前的时间

对学生的思路选题进行指导。选题中避免出现与所学专

业不对口的；内容过于单一，达不到全面训练目的的；

学生难以胜任的；操作时间超出毕业创作时间的现象。

3、指导教师应按毕业论文指导的规定教学时数对学生

的毕业论文（设计）做跟踪指导，学院指导委员会在各

阶段也会不定期地进行抽查和询问。对学生在撰写论文

和毕业创作中反映的问题指导教师应积极回答，对于技

法操作层面的问题应以示范指导为主，不提倡教师亲自

修改学生作品，以达到锻炼和提高学生独立创作能力的

目的。

4、教师应指导学生完成各类相关文档材料的写作。

5、指导教师必须在学生结题答辩前审查完毕业论文和

毕业创作，并对其原则性、质量及工作量做中肯评语，

必须教师亲笔书写及签名。

6、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在整个毕业论文、毕业

设计环节中，应按教学设计规定的周学时数保证对学生

指导答疑的周学时数。教师因公事或因病请假，应事先

向学生布置好任务或委托他人代为指导。请假一周以上

者，须经院长或主管教学的领导批准同意；超过四周者，

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指导委员会将及时调整毕业

创作和设计指导教师。

三、学生要求

1、学生应高度重视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并明确其

目的和意义。

2、在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过程中，学生要按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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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要求，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毕业论文（设计）任

务。

3、严格遵守学校、系（院）及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

4、在毕业论文（设计）期间，一般不准请假，确因特

殊情况需要请假时，请病假要有医院证明，请事假要经

指导教师同意，并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学生缺勤

(包括病、事假)累计超过毕业论文（设计）时间 1/3

以上者，取消答辩资格，不予评定成绩，且须重新补做。

5、学生毕业设计（创作）如发现套用和抄袭他人成果

者，按作弊论处。

6、毕业论文须按专用模板进行排版。毕业论文的所有

文档均需使用统一的模板。毕业答辩结束后应按照要求

按顺序将相关材料装订成册，连同材料的电子文档刻制

的光盘装入学校统一印制的学生毕业论文（设计）袋内，

上交系（院）存档。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指导式教学。

2.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如口头训练等)

J

教学条件

要求

（如时间、地点安排与“一课双师”等教师配备要求等）

1.时间：第 8学期

2.师资：指导教师一对一指导完成；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指导教

师评分

占比（%）

同行评

阅评分

占比（%）

论文答

辩评分

占比（%）

课程目标

1（30%）

通过素材收集、整理、草图、

创作、整理等多环节独立完成

毕业创作

30 30 30 -

课程目标

2（30%）

毕业论文内容、格式规范、学

术规范等方面独立完成毕业论

文

30 30 30 -

课程目标

3（40%）

专业规划意识和反思发展能

力，理想信念和沟通交流能力
40 40 40 -

总分 100 100 100 0.75

L

学习建议

1.自主学习。多角度，全方位搜集资料，确定选题，拟好开题报告，在教

师指导下逐步完成毕业论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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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性学习。通过毕业论文（设计）整个环节体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逐步提升个人美术教师教育研究水平和美术创作能力。

M

评分量表
《毕业论文（设计）》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大纲制订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课程教学团队成员签名：

2021年 8月 31日

审定意见：大纲设计合理，符合要求

教学大纲审定人签名：

2021 年 8 月 31 日

审批意见：大纲符合培养要求，同意执行

开课学院分管教学院领导签名：

2021年 8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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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设计）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

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通过毕业创作指导学

生进行美术创作实践能力训练，通

过选材和选题锻炼艺术思维、深度

了解美术创作的过程，检验学生专

业基础知识、专业发展知识、跨学

科学习应用的综合运用能力，具备

独立美术创作能力和沟通交流能

力。

选题新颖，思路明

确，形式风格统一，

表现风格较独特，主

题突出，构思完整。

视觉效果极佳，按时

完成，制作精良，能

与指导教师及时沟

通，创作过程中起到

应有的积极作用，表

现突出。

创意角度比较新颖，

思路明确，形式风格

较统一，立意好，表

现风格鲜明。视觉效

果好，按时完成，比

较完整，制作较精细，

较好的表现了节目主

题创意。能与指导教

师沟通，创作过程中

完成了自己所要承担

的工作，表现尚可。

立意基本明确，有一

定的想法，风格较平

常。视觉效果正常，

基本按时完成，比较

完整，效果和制作水

平基本符合要求。与

指导教师沟通不够

紧密，创作过程中表

现一般，不够主动。

创意和表现均较为

一般。基本按时完

成，制作水平相对粗

糙，欠缺完整性。很

少与指导教师沟通，

创作过程不主动，没

有完成自己所应承

担的任务。

思路混乱，主题不

明，构图松散，

视觉效果差的作

品，作品未完成，

效果奇差。基本没

有参加到创作中，

表现较差。

课程目标 2：通过毕业论文考核师

范生的美术教学基本能力、教师职

业技能的掌握运用和中学美术教

育教学研究能力，能够依据《义务

教育艺术课程标准》结合教学规律

和特点，持续开展教学反思，分析

和研究中学美术教育教学中的相

关现象和问题，形成并具备初步的

美术教学研究能力。

论文能够结合中学

美术教育教学的实

际状况，选题新颖，

思路明确，内容符合

规范要求，表现出很

强的创新精神，美术

教育教学研究性较

强。

论文能够结合中学美

术教育教学的实际状

况，选题较新颖，思

路明确，内容符合规

范要求，表现出较强

的创新精神，美术教

育教学研究性较强。

论文能够基本结合

中学美术教育教学

的实际状况，选题一

般，内容基本符合规

范要求，创新性一

般，美术教育教学研

究性一般。

论文能够基本结合

中学美术教育教学

的实际状况，选题一

般，思路不够清晰，

内容不完全符合基

本规范要求，缺乏创

新性和研究性。

论文选题差，脱离

中学美术教育教

学的实际状况，思

路紊乱，内容不符

合基本规范要求，

没有创新性和研

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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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通过毕业论文（设计）

的全过程，锤炼师范生坚定的理想

信念，具备发展规划意识和反思改

进能力，理解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

的意义，能够紧密结合美术基础教

育改革发展动态和适应教育发展

需求，掌握美术教育教学活动和美

术创作的反思方法与技能，具有一

定创新意识，具备良好的沟通表达

能力，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分

析和解决美术教育教学和美术创

作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准确，逻辑严

密，层次清楚，结构

合理，语言流畅。能

在问题研究中综合

运用专业知识，有独

到的个人见解，学术

性强。格式规范符合

要求，打印清晰准

确，无错别字。

能运用专业理论，有

较好的理论基础和专

业知识。理论分析恰

当，条理分明，层次

比较清楚，语句通顺。

有一定的个人见解和

学术性。格式基本符

合要求，有个别错误，

打印清楚。

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和说服力，有少许语

病。能从个人角度分

析和解决问题。格式

基本符合要求。

基础知识和综合能

力较差，经过努力可

在教师指导下完成。

理论陈述较为清楚，

但分析力不强，部分

语句欠通顺流畅。内

容提要和正文基本

符合要求，但格式不

够规范。

不能独立完成。分

析能力差，语句表

达不准确。格式不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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