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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lowing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adher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educating people, nurturing talents,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building people", junior high school art classes 

focus on practicing the "V-DKU" teaching model, advocating "learning by doing", and allowing students to 

appreciate the charm of art through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a ma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curriculum, junior high school art urgently needs to integrate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V-DKU" model provides new ideas for art reform from a unique perspective,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values and art. Through course exploration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this model not only cultivates aesthetic 

ability but also shapes correct values, achieving the dual basic goal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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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遵循国家课程思想导向，秉承“育人、育才、立德、立人”的要求，初中美术课注重实践“V-DKU”

教学模式，提倡“做中学”，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艺术的魅力。在课程思政体系成熟背景下，初中美术亟

需与思政融合，“V-DKU”模式以独特视角为美术革新提供新思路，强化价值观与美术融合。通过课程探

索、深度理解等环节，该模式既培养审美能力，又塑造正确价值观，达成美育与德育的双重基本目标。 

关键词：V-DKU；初中美术；核心素养；做中学 

一、前言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版)》发布后，在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大背景下，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为工作重点。初中美术课程肩负提升审美与激发创造力重任，但传统教学模式偏重理论、轻视实践探索。

因此，迫切需要新型教学模式。“V-DKU”教学模式应运而生，以价值观为引领，问题为导向，实践操作

为核心，弥补传统教育短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初中美术课程革新注入新活力，引领美术教育向开

放、多元方向迈进，适应新时代对人才的需求。 

二、“V-DKU”教学模式的内涵 

“V-DKU”教学模式，作为一种创新且高效的教学模式，深刻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理念。

结合首都师范大学亚洲美术教育研究发展中心研发的“价值观引领的做中学（V–DKU）”教学设计模式

作为参考，该模式以“价值观引导下问题导向的做中学”为核心理念，旨在通过多维度的教学路径，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创新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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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V-DKU”这一创新教学模式中，“V”代表价值观（Values），它居于教学模式的核心地位。该

模式着重于在美术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主动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并进一步融

入健康的审美观念、文化自觉与自信等价值取向，为学生营造一个积极进取的学习氛围。此举不仅有益

于学生道德品质的培育，更为其艺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DKU”则是对“实践（Do）、认知（Know）、

领悟（Understand）”的概括，共同构建了教学模式的认知实践体系。其中，实践（D）是该体系的根基，

激励学生亲身体验与实践，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发现并解决问题，还

能有效锻炼动手能力，激发创新思维，为艺术创作之路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认知（K）与领悟（U）构

成了知识掌握与深化的核心环节，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持续积累新知，经由反思与概括，深化对美术知识

的理解和应用，这一过程不仅推动了学生认知能力的增强，还促进了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 

综上所述，“V-DKU”教学模式凭借价值观的正面引领、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以及与实践操作的深度融

合，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知识与能力的同步提升。依据《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

的要求，“V-DKU”教学模式的提出，是对艺术课程核心素养要求的深刻领悟与创新实践。该模式不仅聚

焦于学生知识与技能的获取，更将情感体验、态度调整和价值观塑造视为重要目标，致力于全面提升学

生的艺术综合素养。 

三、初中美术课程现状分析 

初中美术教育深陷困境。学校层面，对美术课重视程度严重不足，将其视为“副科”，大量课时被

主科挤占，学生难以接受完整的美术教育。而且资源配置失衡，专业美术教师稀缺，教学设备匮乏，严

重制约教学开展。学生方面，传统教学模式重技能轻创新，评价体系又侧重结果，致使学生兴趣缺缺，

参与度持续走低，创新能力难以激发，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最终形成教学质量与学生兴趣双双下滑的恶

性循环。 

(一) 重视程度欠缺与资源配置失衡 

部分学校对美术课程重要性认识不足，将其置于边缘地位，视作“副科”。这种观念致使美术课程

在学校教学体系中课时被严重压缩，常被语文、数学、英语等“主科”占用，学生难以接受系统的美术

教育。同时，学校重视程度欠缺还引发了资源配置失衡问题。师资上，专业美术教师数量不足，许多学

校的美术课由其他学科教师兼任，这些教师缺少专业美术知识与教学技能，教学质量难以保障。设备方

面，美术教学所需的专业教室、画具、模型等资源匮乏，多样化教学活动开展受限，学生的实践操作与

创意发挥也因此受到抑制。 

(二) 传统模式主导与创新能力受限 

在之前初中美术教学大多采用传统模式，教师着重于技能的讲解与示范，学生只能被动地进行模仿

练习。以绘画教学为例，教师先展示绘画步骤，学生便依样画葫芦。这种教学方式虽能使学生掌握一定

技巧，然而教学过程枯燥乏味，学生缺乏主动思考与探索的空间。而且，过度强调技能训练，导致学生

习惯遵循既定模式，创新思维缺失。学生作品常一味追求与教师示范相似，忽略了自身对主题的理解和

独特表达，致使创造力和潜能无法充分发挥，对学生艺术个性的发展极为不利。 

(三) 结果导向偏差与能力反应片面 

当前美术课程评价过度侧重结果，主要以学生最终完成的作品为评价依据，聚焦于作品技巧、色彩

等外在表现，却忽视了学生在创作过程中的努力、思考，以及遇到困难时的应对方法。比如在评价一幅

绘画作品时，仅着眼于画面完成度，而不考量学生创作时的构思过程与创新尝试。这种单一的结果评价

方式，无法全面衡量学生的美术素养与综合能力。毕竟每个学生的学习节奏与方式各异，部分学生尽管

作品最终效果或许不尽人意，但在创作过程中展现出独特创意与积极探索精神，然而现有评价体系却难

以准确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与进步状况。 

(四) 兴趣激发不足与形成恶性循环 

由于教学内容和方式缺乏吸引力，加之评价体系不合理，学生对美术课程兴趣不高。他们觉得美术

课仅是机械的技能练习，难以从中收获乐趣与成就感，参与度随之降低。而学生兴趣与参与度低下，不

仅致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还影响教师教学积极性，进一步导致教学质量下滑，使得学生对美术课愈发

不感兴趣，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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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初中美术课程现存诸多问题，严重影响美术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而“V-DKU”教学模式凭借

其独特优势，能精准针对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对于提升初中美术课程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亟需用“V-DKU”教学模式去解决初中美术课程面临的困境。 

四、“V-DKU”在初中美术课程的实践路径 

美术课作为义务阶段美术教育的主要形式，如何把“V-DKU”教学模式（以下简称“V-DKU”）渗透

到教学的全过程，是教育目的达成的必答题。义务教育新课标将美术课程的内容分为“造型·表现”“设

计·应用”“欣赏·评述”“综合·探索”四类艺术实践，下面就从这四大艺术实践入手，探讨其与“V-DKU”

的实践路径。 

(一) 在“造型·表现”教学活动中，让学生体验“V-DKU” 

“造型·表现”这一艺术实践要求学生掌握美术知识、技能和思维方式，围绕题材，提炼主题，采

用平面、立体或动态等多种表现形式表达思想和情感。此实践强调学生个性发挥、大胆创造表达，外化

情感认知。学习旨在创造表达情感的作品，并理解作品情感含义。造型表现是沉浸式过程，让学生在活

动中体验材料、技法、形式等乐趣，激发美术学习兴趣与情感体验，增强自信，形成持久学习动力。 

为检验“价值观引领的做中学（V–DKU）”教学模式的有效程度，该模式以其独特的价值认知、实

践体验、知识链接和理解感悟四个阶段，为美术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本课题将人教版八年级《中国传

统绘画赏析》融入造型·表现实践环节，通过以下方式实现教学。 

价值认知阶段，教师介绍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特点、文化价值及历史地位，通过展示经典作品，讲

述背后的故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艺术观念，拓宽视野。进入实践体验阶段，教师组织参观博物馆或美

术馆，进行中国画临摹练习，让学生直观感受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特点和艺术风格，获取直接经验。 

在知识构建阶段，教师指导学生温习中国画技法及构图法则，同时结合实际操作活动，阐述不同历

史阶段和流派的绘画特色，旨在让学生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绘画的丰富多样性，从而巩固其知识基础，并

提升艺术修养。进入理解内化阶段，教师组织分享与讨论环节，鼓励学生交流各自在造型表现上的心得，

从不同维度剖析艺术作品，以此深化理解层次，锻炼语言表达能力与批判性思维，进一步激发创新潜能，

为学生的艺术成长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通过这四个步骤，“V-DKU”教学模式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深入理解与鉴赏能力，

同时显著提高其艺术素养与审美能力。此外，该教学模式还强化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之间的紧密联系，

为学生观察、思考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 在“欣赏·评述”教学活动中，让学生体验“V-DKU” 

“欣赏·评述”这一艺术实践是让学生学会解读美术作品，理解美术及其发展概况，在学习过程中

需激发学生兴趣，在欣赏中外佳作中培养健康审美情趣，发展审美能力。欣赏是观察分析活动，促进思

维和智力发展，同时学生从作品中体会作者情感和精神需求，丰富内心世界。 

在义务教育初中美术课程的欣赏·评述艺术实践领域中，为了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造

力，将结合人教版初中美术八年级课本中的《静物写生》一课，详细阐述“V-DKU”在该课程中的应用。 

在《静物写生》课程的教学流程中，首要环节是价值导向阶段，教师通过展示一系列优秀作品，启

迪学生认识到静物写生不仅是绘画基础技能的磨练，更是观察力、表现力及创造力培育的重要途径。明

确的学习目标设定，为后续的实践操作奠定了坚实的认知基础。紧接着进入实践操作阶段，学生在教师

的悉心指导下，亲身投入到静物写生的实践中，学习捕捉静物的形态特征与光影细微变化，逐步掌握绘

画技巧，不仅增强了观察力与表现力，还深刻体会到了艺术的魅力与挑战所在。 

随后，课程进入知识整合阶段，教师引领学生回顾美术理论知识，并将其与静物写生实践紧密结合，

通过解析不同风格和流派的静物写生作品，有效拓宽了学生的艺术视野，提升了其艺术素养与审美能力。

进入理解深化阶段，学生展示各自的作品并分享创作心得，教师则采用多角度评价方式，提供建设性反

馈，帮助学生自我审视与成长。这一过程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与批判性思维，还培养了尊重创作、

倾听他人意见及有效沟通的社交技能。教师鼓励学生保持探索精神，勇于尝试新技法与材料，为未来的

艺术探索之路奠定坚实基础，并强调将所学技法迁移至其他学科领域，实现知识的跨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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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KU”教学模式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它强调实践操作与知识整合的并重，致力于提升学生的造

型能力与创造力，同时注重理解与感悟的深化，为学生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撑。在《静物写

生》课程中的应用成效显著，为其他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宝贵借鉴，展现出广泛的适应性与高效的教

学体系构建能力。展望未来，“V-DKU”模式的持续优化与升级，将进一步推动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为

培养具有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三) 在“设计·应用”教学活动中，让学生探索“V-DKU” 

“设计·应用”这一艺术实践旨在让学生结合生活和社会情境，运用设计与工艺的知识、技能和思

维方式，开展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项目的学习，进行传承和创造。这一模块还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想

象力与好奇心，引领他们探索更多未知的领域。 

在“中国传统民居”的“设计·应用”教学中，教师尤为重视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与美术社交技能。

通过分组讨论与协作设计，学生得以深入研究民居特色并分享各自见解，这一过程中，不仅增强了团队

合作精神，还提升了社交技能，并培养了尊重多元文化的价值观。实践活动环节，学生亲手制作或绘制

民居模型，以此掌握民居特点，提升美术实践能力，同时被鼓励进行创新尝试。观察实物或图片时，学

生被引导融入细节，这不仅培养了耐心细致的品质，还促进了交流与合作，共同提升了表现能力。 

教师系统地介绍中国传统民居的历史变迁、地域特色及风格，以此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结合图片

展示与案例分析，教师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培养他们的观察力与分析能力，促进独立思考与问题解

决能力的提升，为学生进行设计应用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理解层面，教师引导学生对传统民居进行

深入剖析与思考，通过对比不同地区民居的特点，学生得以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居各具特色与价

值。同时，鼓励学生从多角度审视民居的设计理念与美学价值，以培养其批判性思维与审美能力。此外，

组织实地考察与参观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传统民居的魅力，近距离观察构造细节，聆听专家讲述历史

故事，从而加深理解并激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这些活动全方位提升了学生的认知、情感与能力，并培

养了他们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四) 在“综合·探索”教学活动中，让学生探索“V-DKU” 

“综合·探索”这一艺术实践主要是让学生将所掌握的美术知识、技能和思维方式，与自然、社会、

科技、人文相结合，进行综合探索与学习迁移，提升核心素养。在美术课程的综合·探索实践中，通过

实施“V-DKU”模式，我们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具体而言，该模式将“中国传统民居”课程与

历史、地理、语文等学科深度融合，从多个维度探讨民居的演变历程、地域分布及背后的故事，从而深

化了学生对民居知识的全面认知与应用能力。这种跨学科整合的教学方式，不仅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知

识视野，还锻炼了他们的综合思维与问题解决技能，为学生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项目式学习的推动下，学生们分组深入探究民居文化，广泛收集信息，并精心设计研究报告或制

作民居模型，这一过程极大地深化了他们对民居文化的理解，并提升了跨学科整合、团队协作、沟通交

流及创新创造的能力。项目完成后，学生们通过多样化的形式展示研究成果，相互学习借鉴，同时邀请

专家进行点评指导，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专业素养与综合能力。 

此外，这一实践还有力地推动了学校美育工作的深入发展，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审美素养与创新能力，

为新时代的人才培养奠定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价值观引领的做中学”教学设计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它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还能在美术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创新力和表现力等关键能力。

通过美育的熏陶，学生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得到了显著提升，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五、结语 

国家课程改革从双基的重知识与技能转变为核心素养，并不是对美术学科的弱化，仅仅重视美术课

程的人文性为了素养而素养而忽略双基是无法真正实现美术核心素养的目标和总要求的。“V-DKU”以其

独特的价值观引领、问题导向的做中学理念，显著提升了初中美术课程的教学质量与效果，有效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创新能力，促进了学生美术素养与文化认同感的双重提升。同时，该模式通过引入多

元化教学方式，实现对学生学习成果与过程的全面、客观评估，进一步推动了师生关系的和谐发展。本

研究不仅验证了“V-DKU”在初中美术课程中的积极作用，更为未来美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参

考与实践经验。同时，教师作为教学改革的践行者，应持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以更好地学

习“V-DKU”，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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