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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的基础教育理念要求课堂焕发出师生的生命活力,如何使学生在每堂美术课中兴趣盎然？

笔者通过创设美术教学活动去唤醒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坚持创新形式内容、创新学科融合,创新合作探究,

引导他们用基础的艺术形式去表现他们内心的情感,实现认识、操作、情感、创造的整合,让美术教育“活”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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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育家尹少淳说过：美术是最

具有人性意味和最具综合性质的人类活

动之一。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

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素质教育开始受

到国人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作为实现素

质教育手段之一的艺术教育,其在学校

教育中的重要性也逐渐被更多的人所认

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美术当然是学

校不可缺少的课程。美术教育的普及和

提高是全民文化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

只有全民大众对美术的认识能力、理解

能力、评价能力的提高才能有中国及其

教育发展的良好基础环境。 

1 创新形式内容,让美术课堂

“活”起来 

艺术来源于生活。现代教育的标志

之一是教育终身化,美术课堂教学应贴

近学生生活,要开放学生美术活动的空

间,拓宽学生的思维领域。教学中,我立

足五个开放,创新教学形式内容,让学生

真正领会到美来源于生活,学会在生活

中发现美、认识美、创造美。 

1.1开放命题形式难度太大或脱离 

命题需要在创建过程中定义一个主

题,然后围绕该主题实施艺术创作。命题

太难或者脱离实际情况会让学生感到非

常的茫然无措。适当的改变之前传统化

的方法以及内容,并把命题的主动性给

予学生,将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可以按照课

本的内容给出“总主题”,然后由学生给

出一定的“副主题”：比如,在“夏日印

象”课程当中,老师可以讨论以及启发主

题“我的快乐暑假”,学生在回忆假期有

趣的事情之后可以自由地编写一些题目,

比如：“夏令营旅行”,“我帮妈妈做饭”

以及“与同学一日游”等等..这些比较

有趣的题目进一步扩展了学生的思想,

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性。 

另外,在实施“梦中的另一个我”的

教学时,学生依然可以自由地进行写题,

就会出现非常多的题目：“十年中的另一

个我”,“空中飞人-我的梦想”以及其

他的一些有趣的建议等。作品的形式也

会比较的多样化,创新以及独特等,比

如：纸板画,彩色花以及剪贴画等等。 

1.2开放题材形式 

新课程标准重点指出,中小学的美

术教育主要是进一步引导学生参加各种

各样的美术活动,尝试各种工具,丰富视

觉,触觉以及提升审美经验,并体验美术

活动当中的乐趣。教学时,切勿盲目的遵

循教科书规定的具体主体形式,一定要

为学生留出一定的自由空间。在主题以

及形式上营造出比较轻松的氛围,进一

步促进学生参加相应的艺术活动。 

比如,在一些设计制作课当中,可以

启发学生从他们比较感兴趣的内容着

手：“找到喜欢的玩具或日常用品,对于

不满意的地方实施反复以及多次的更

改”“为最喜欢的书设计封面”等等,这

些形式比美术教科书当中的图案设计将

会更加有趣。制作新年贺卡时,学生可以

使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比如：涂腊、吹色

以及撒盐等,以保障学生可以在难以预

测的游戏当中获得兴趣点。 

1.3开放教学内容 

教师应该开辟一些课堂活动,在活

动中年引导学生走向自然以及社会,着

重致力于丰富多彩的校外生活。可以把

公园,村庄以及田野等当作学习艺术的

大教室。在大自然当中进行学习艺术,

感受生活当中的各种色彩。比如,素描班

可以进一步指导学生观察校园当中植物

的具体生长模式以及花瓣的质地。如果

可能,可以带领他们去进行写生,包括去

一些比较热闹的公园,附近的农贸市场

等等,对生活当中的各种物品进行观察。

手工艺品班可以引导学生在广场上进行

放风筝,使用色彩纸进行练习,窗花,装

饰品等,进一步美化周围的环境。要和艺

术鉴赏班相结合,可以组织一些学生参

观莱芜区美术馆的一次性艺术展览,指

导学生更好的把理论以及实践相结合,

并使用在艺术班当中学到的一些艺术知

识来完成鉴赏活动的指导。 

1.4开放教学程序 

大胆地突破中低年级的年龄界限,

并把有序以及无序的教学相互结合,相

辅相成。比如,在低年级,可以大胆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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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对空间现象以及观察视角进行思

考,并培养他们的具体空间感。要灵活地

结合教学,引导学生体验光以及色之间

的相关关系等。指导学生尝试大胆的使

用水粉颜料来表达笔触以及色彩的变

化。学生们也会感到新颖性,并从中得到

快乐,从作业的结果当中可以感受到非

常令人满意的结果,比如：太阳属于炽热

的红色,彩虹属于刺眼的颜色等等。 

1.5开放评价标准 

美术教学评价在美术教育当中属于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艺术教学实施科

学性以及全面性的评价,不仅可以辅助教

师进一步掌握学生的具体思维以及创造

能力,而且可以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启发以

及帮助,还可以在表达自我以及鼓励学生

的过程中阐明学生的具体需求。 

在教学的评估当中,要改变之前传

统化的“统一标准”,在对作品进行评价

的过程中不应该具备僵化以及统一性,

要学会因人而异。学生实施自我评估以

及相互评估的过程中可以提升自身的

审美水平。教师在语言评论的过程中要

保持语言幽默,精彩以及有趣等,以保

障学生更加的乐于听取。在出色的作业

上可写下“心灵手巧”以及“独具匠心”

等,保障学生获得一定的喜悦。在比较

一般的作业上写道：别泄气以及“相信

下一张会很精彩”等激励性的语言,这

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内在潜力,从而最大

程度的使得学生的开放性以及积极性

等得到提高。 

2 创新学科融合,让美术教育

“活”起来 

2.1学科间的渗透和融合 

各个学科的融合属于现代教育改革

的一种趋势。美术课一定要突破与其他

学科的具体障碍,突破学科之间存在的

界限,整合学生的知识,并把艺术以及音

乐等相关学科相互融合。结合汉语,自然

以及历史等学科,充分的体现出学习过

程的多样化。只有这样,才可以培养出学

生的综合性思维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综

合能力,保障学生得到全面性的发展。 

比如,历史知识可以使得学生更加

深刻的欣赏美术杰作。语言的描述可以

进一步激发学生比较丰富的想象力；对

音乐以及舞蹈的欣赏可以让图片具备节

奏感。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非常巧妙地

使用艺术以及汉语之间的联系,比如：故

事插图,诗歌绘画以及日记绘画等；与音

乐学科之间的联系：制作可以跳舞的小

型纸质人物等；与自然学科之间的联系：

有趣的昆虫表演,我与动物朋友等,该堂

课与其他学科实施交流属于学科之间知

识的相互渗透以及相互转化的有机结合,

其属于一种很好的方法,使得美术教学

的内容得到一定的更新。 

2.2沟通课堂与课外、校内和校外的

联系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不要让学

校的大门把学生的意识以及他们周围的

世界隔离开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所有的童年时期,都需要以明亮的图

像以及图片等进一步感知外面的世界,

进而培养学生的意识。” 

比如,在学习绘画“家园”的课程时,

上课之前需要让学生收集以及阅读我们

的故乡莱芜的具体历史变迁,习俗以及

地方特色等,并将其用作在具体描述当

中。在课堂上,我们需要结合作品,诗歌

以及关于家园的音乐欣赏等,最终让学

生以一种比较美好的情感来进一步表达

他们的家园,他们最终可以获得很大的

收获。 

除此之外,我们一定要为学生提供

较多的表演机会,并且要促进学生观察,

分析,发现,思考以及概括等能力,保障

学生的绘画以及思想表达结合起来。 

3 创新合作方式,让美术创作

“活”起来” 

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采取组织形

式：“同桌合作”以及“男童女童合作”

的形式,进而强化学生以及学生之间、学

生以及老师之间交互活动的自由性,允

许学生寻求老师以及同学的帮助。纵观

这些学生,一些学生的想象力比较丰富,

但是动手能力却非常差,有些学生具备

较强的能力,但是思路却非常的狭窄。如

果把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互相

进行学习,那将会出现良好的效果。即使

两者处于同一种水平,那么也会受到合

作带来的启发。 

如果没有老师参与到其中,教室就

属于一个没有雨水,干燥以及缺少水分

的春天。没有教育实践的参与,教育研究

就好像秋水般比较的枯燥。只有把艺术

教育以及生活艺术之间相互结合,才可

以促进美术教育的持续性发展。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作者在本文之中对于巧

借“三项”创新,让美术教育活起来进

行了深入的剖析,希望能够给予大家一

些启发。发现需要通过创新形式内容、

创新学科融合以及创新合作方式等三

种方式来对于美术教学成果进行不断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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