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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学中“问题链”的设计与实践
———以浙美版三年级下册《南宋官窑》一课为例

沈　 洁

　 　 【摘　 要】教师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的指引下,以浙美版三年级下册《南宋官窑》一课

为基础,通过“从学科本质中挖掘问题,根据教学实际确定问题,设计学习任务串联问题”等方式,对教学内容

进行拓展。 实践表明,通过整体的、有结构的设计,可以有效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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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
称“2022 年版课标”)中明确指出:艺术是人类精神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艺术类课程要坚持以美育
人,让学生在艺术学习中丰富审美体验、增强艺术表
现、参与创意实践、提升文化理解。 美术课堂是艺术
学习的重要场地。 在美术课堂上,教师不仅要让学
生学习美术技法,更要让学生在欣赏美、感受美的过
程中理解中华文化,增强国家认同感和自豪感。

浙美版三年级下册《南宋官窑》一课,旨在通过
欣赏、分析、评述和讨论等形式引导学生了解南宋官
窑的历史,了解南宋官窑所产瓷器(以下简称“南宋
官瓷”)的特点和美学价值。 因为南宋官窑就在杭
州,杭州的学生对于南宋官瓷的传统艺术有别样的
情感,所以教师对这一内容进行了拓展,开展了以
“南宋官窑瓷器品鉴” (以下简称“官窑品鉴”)为主
题的美术教学活动,通过整体的、有结构的问题串联
教学内容,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一、聚焦学科本质,挖掘问题
用问题引导学生的学习活动是有效的教学方

法。 教师在设计具体的教学活动前,要先聚焦学科
本质,挖掘问题。

(一)从课程标准中寻找核心问题

“2022 年版课标”中提到,要引导学生“知道中
国传统工艺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学习工艺
师敬业、专注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根据小学阶
段传统工艺学习内容的特点,教师将教学重心从过
去只关注知识技能转变为关注学科本质观和育人观
的整合。 其中,本质观体现为对工艺的材料、工具、
技法、工序、文化、思维的关注,育人观体现为对环境
意识、工匠精神、造物思维、创新意识、社会责任等的
关注。 因此,在“官窑品鉴”主题教学中,教师既要引
导学生探究南宋官瓷的材料、制作、造型和釉色,感
受工艺之美,又要把宋人智慧、宋人美学、工匠精神、

社会责任等进行整合,让学生感悟工匠之美。 基于
以上思考,教师将拓展后的主题教学的核心问题确
定为“‘南宋官瓷’美在哪里”,用一个“美”字统摄相
关内容,以期达到“以美育人”的效果。

(二)从专家思维中探寻基本问题

“提炼主题—欣赏—技法—构思—创作—展评”
是美术学科重要的学习活动环节,根据传统工艺自
身的特点,“官窑品鉴”主题活动选取了其中的重要
部分,分四步展开。 具体为“主题寻源—技法初探—
美学溯本—拓展创想”。 教师设定了四个基本问题:
(1)“南宋官瓷”为什么那么珍贵? (2)工匠想借器
形告诉人们什么? (3)人们为什么会“难忘那一抹粉
青色”? (4)为什么裂纹也是一种美?

确定核心问题与基本问题的过程,是为课堂教
学“定调”的过程。 之后,教学活动将更加有的放矢。
值得注意的是,教师不但要找准基本问题,还要注意
问题的表达方式。 在确定问题前,先让学生提出想
研究的问题,能让教师更好地掌握学生的前认知和
兴趣点。 教师对学生有了足够的了解后,就能够提
出学生更感兴趣的问题。 如当教师发现学生对瓷器
颜色格外感兴趣以后,将最初预设的问题“为什么说
官窑的工艺极其精湛”改为“人们为什么会‘难忘那
一抹粉青色’”,让问题变得神秘又有诗意,激活学生
的探究兴趣。

二、聚焦教学实践,确定问题
为了更好地将基本问题落实到课堂教学中,教师

还需要将基本问题分解成一个个可操作的小问题,引
导学生观察、思考、分析、讨论小问题,最终让基本问题
得到解决。 本课分解后的小问题具体如下页表 1。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紧密
耦合的。 如围绕“‘南宋官瓷’为什么那么珍贵”这
一基本问题,聚焦“南宋官瓷”的历史发展过程、文化
背景、制作技法、工艺特点以及其中蕴含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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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官窑品鉴”中的基本问题和小问题

基本问题 小问题

“南宋官瓷”为
什么那么珍贵

1. 你知道“南宋官瓷”的前世今生吗

2. 为什么将“南宋官瓷”称为帝王瓷

3. “南宋官瓷”为什么留存那么少

4. 你知道制作“南宋官瓷”有哪些工序吗

工匠想借器形

告诉人们什么

1. “南宋官瓷”的器物有哪几种类型

2. “南宋官瓷”器形最显著的风格是什么

3. 工匠想借器形告诉人们什么

人们为什么会

“难忘那一抹

粉青色”

1. “南宋官瓷”的釉色有什么特点

2. “南宋官瓷”是怎样上釉的

3. 为什么宋朝人普遍喜欢恬淡的釉色

为什么裂纹也

是一种美

1. 你知道瓷器上的裂纹是什么吗

2. 你知道瓷器上的裂纹是怎么来的吗

3. 为什么宋朝人会认为裂纹也是一种美

4. 你认为宋朝人如何认识美

5. 说说你想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什么

等,教师分解出“你知道‘南宋官瓷’的前世今生吗?
为什么将‘南宋官瓷’称为帝王瓷? ‘南宋官瓷’为
什么留存那么少? 你知道制作‘南宋官瓷’有哪些工
序吗?”四个小问题。 再如,“工匠想借器形告诉人们
什么”中的小问题将历史、人文、美学、宗教等方面的
内容与本课内容联结了起来;“人们为什么会‘难忘
那一抹粉青色’”中的小问题让艺术评定、文物鉴定
及评估等不同领域的知识有了联系。 这些小问题更
加具体细致,能更好地帮助学生整合不同的知识、技
能,实现知识的迁移和运用。

三、聚焦学习任务,串联问题链
“官窑品鉴”主题活动按四个步骤展开赏析———

“主题寻源—技法初探—美学溯本—拓展创想”。 教师
根据这四个学习任务设计出四种不同样式的“问题链”。

(一)“串联式”问题链

所谓“串联式”问题链,指的是按照一般做事的
程序,以串联的方式将问题首尾相连,依次推进。 需
要解决的问题往往可以概括为“是什么、为什么、怎
么做”三类。 如在“主题寻源”活动中,教师引导学生
先理清楚南宋官瓷是什么,然后了解“南宋官瓷”的历
史变迁,最后再了解其制作工序。 教师通过逐一推进
的问题驱动,帮助学生获得丰富的感知和真切的体
验,形成多元化认知,加深对于基本概念的理解。

(二)“并联式”问题链

所谓“并联式”问题链,指的是引导学生聚焦同
一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如“技法初探”活动仅仅围
绕几个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展开。 首先解决的是
“‘南宋官瓷’的主要器形有哪些”,然后解决“‘南宋
官瓷’最显著的风格是什么”,进而讨论“工匠借助

器形要告诉人们的是什么”。 这三个问题不仅给学
生提供了线索,也是在引导学生,探究可以从不同维
度展开。 这种并联式问题链能让问题更有指向性和
多元化,有利于学生有的放矢地进行思考。

(三)“渐进式”问题链

所谓渐进式问题链,指的是在设计探究问题时,
围绕一个基本问题层层深入,如抽丝剥茧般逐步推
进问题,让学生的理解渐渐深入。 如“美学溯本”活
动中,教师引导学生先观察思考再查阅资料,了解
“南宋官瓷”釉色的特点,这是一个“是什么”的问
题。 教师再让学生观看视频,了解“‘南宋官瓷’是怎
样上釉的”,这是一个“怎么做”的问题。 教师最后让
学生结合历史、人文等相关内容探讨“为什么宋朝人
喜欢恬淡的釉色”,这是一个指向作品背后的意义,
也就是“为什么”的问题。 这样环环相扣的问题链,
让学生的思维由外及内,由浅入深,逐步推进。

(四)“循环式”问题链

所谓“循环式”问题链,指的是相同或类似的问
题循环往复重复出现,让学生的思考或实践活动逐
步深入。 在“拓展创想”活动中,教师先引导学生通
过阅读资料了解“开片是什么”,接着结合宋朝人的
审美观思考“为什么宋朝人会认为裂纹也是一种
美”,再让学生想一想自己的作品想表达什么。 经历
这样一个循环后,学生自己实践操作,之后再结合自
己的实践回答“开片是什么”“你理解宋朝人为什么
认为裂纹也是一种美了吗” “你的作品是什么、为什
么这样创作、表达了什么”。 这种循环往复的问题并
不重复,学生在逐步深入的思考与实践中对问题进
行提炼,对“南宋官瓷”的理解逐步深入。

总之,艺术教学不是技能的训练,不是技法的教
学,而应聚焦于学生艺术修养的提升。 《南宋官窑》
一课的拓展实践表明,找准核心问题,抓住基本问
题,设置合适的问题链进行教学,能够有效促进学生
艺术核心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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