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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低年级的学生就是一张白纸,教师写上什么就能在纸上留下什么。近半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

何让美术课堂的情景教学与友善用脑的学习模式融会贯通,这也是我一直在探索的问题。结合自己十多

年来的教学实践,从学生需求分析开始,以课例为依托,呈现友善用脑的学习模式在美术课堂中的应用实

例,将课堂还给学生,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我们欣喜的发现,友善用脑的学习模式与美术课标中的

很多理念不谋而合,这也是我们探索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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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友善用脑的界定 

1.1什么是友善用脑？ 

友善用脑是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

以神经学、心理学研究成果为依据,以教

(学)会学习为理念,强调教师、学生、家

长三方互动,积极学习的新方法。友善用

脑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以神经学、心

理学研究成果为依据。它不是把大脑当

作可开发的资源,而是把大脑当作待点

燃的火把,当作待呵护的孩子。 

1.2友善用脑的三大核心理念 

1.2.1对学生而言：人人都是天生的

学习者,人的学习潜能是无限的。 

1.2.2对教师而言：如果学生无法适

应教师的教学方法,则就教会他们以他

们自己的方式学习。 

1.2.3对学校而言：学校的任务是使

学生学会学习。 

2 基于学生的需求分析 

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有好奇心,课堂

常规还没有完全养成,学习习惯还比较

差,注意力容易不集中。经过半个学期的

规范,学生在课堂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律

己性,但还是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需要

教师在课堂中通过积极有效的情景引导

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为学生营造积极

主动的学习氛围。当然,教师的教学态度

和教学理念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

果能在宽松融洽的气氛中开始教学活动,

孩子将自然地摒弃对美术课的畏惧感,

从而激发学生对美术课的喜爱,最大限

度的激发起学生的创作欲望,促进学生

多感官全面发展。 

我所执教的低年级学生整体素质不

均衡,班级学生之间差异明显,其中动觉

型和视觉型的学生明显偏多,再加上低

年级的学生本身好动的天性,因此,在设

计教学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用情景引导的

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 以课例为依托探索友善用脑

的新型学习模式 

友善用脑的课堂教学所使用的个性

化教学策略和手段,有思维导图、做运

动、音乐、多种感官参与活动、以自己

的方式记忆、冥想等。 

如今,友善用脑的学习模式在语数

英学科中体现的比较多,而艺术学科中

涉及的友善用脑的研究相对比较少。潞

河附属是一所新建校,作为一所九年一

贯职学校我们之所以将友善用脑的教学

理念引入日常教学,我想学校也是希望

能够用这种学习模式影响一代人,从小

学低年级开始形成一个传承,这也算是

一种大刀阔斧的改革吧。 

《早餐》是小学美术一年级上册第

14课,属于设计应用学习领域的内容,现

以本课为例,直观呈现如何在美术学科

中体现友善用脑的学习模式。 

3.1课前三分钟,引导学生进入学习

状态 

3.1.1适时创设厨师培训会的情景,

培养学生的创意实践： 

在课前,教师安排了三分钟的预热

时间,让学生带上厨师帽,教师装扮成厨

师培训会的培训师,并用语言激发学生

兴趣,引导学生更好地进入学习状态。 

3.1.2利用音乐与画面引导学生思

考,培养图像识读： 

播放教师自制的视频《舌尖上的美

食》,引导学生欣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

的饮食文化,学生在欣赏的过程中被诱

人的美食画面吸引、被动听的旋律打动,

慢慢安静下来,从而体现了友善用脑如

何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状态的教学理念。 

3.2视频导入,明确学习内容和目标 

3.2.1利用录制视频明确学习内容： 

播放教师吃早餐的视频,利用问题

引导学生说出：早上、老师、吃饭等词

语,从而引出课题《早餐》。 

3.2.2通过教师导语明确学习目标： 

教师用培训师的口吻介绍学习目标,

体现友善用脑的学习模式,而后利用不

同的店铺招牌引出竞赛,从而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3.3利用团队活动引导学生了解早

餐的分类,培养图像识读 

3.3.1介绍活动要求及评价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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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具体需求,教师将活动要求及

评价规则介绍给学生,从而让学生了解

活动规则,积极主动的参与活动。 

3.3.2学生有序参与分类活动： 

学生在3分钟内将中、西餐按照不同

的种类进行分类,并贴到相应的分类板

上,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学生开始有序的

活动。 

3.3.3学生汇报成果,完成课堂中的

评价： 

学生以组为单位上台有序汇报分类

结果,将活动收获与大家分享的同时也锻

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合作意识等各方面

能力,可以看出在情景的创设下、在游戏

的驱使下,学生的参与度明显增强了。 

3.4团队活动引导学生分辨早餐的

形状和色彩,培养美术表现 

3.4.1介绍活动要求及评价规则： 

根据具体需求,教师介绍活动要求

及评价规则,让学生进一步了解活动规

则,每名学生都能积极主动的参与活动。 

3.4.2学生有序参与捕捉游戏： 

学生在3分钟内将分类板上中、西餐

中的形状和色彩表现出来,同时,播放优

美的音乐,学生开始有序的活动。 

3.4.3学生汇报成果,完成评价： 

学生以组为单位上台有序汇报捕捉

到的形状和色彩,一方面将活动成果与

大家分享,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学生的综

合能力。学生参与游戏的热情高涨,相比

传统教学模式,友善用脑的游戏驱动更

胜一筹。 

3.5结合团队活动引导学生进行艺

术实践,培养创意实践能力 

3.5.1教师示范早餐单品,启发学生

创作： 

教师现场示范用彩纸制作热狗的方

法和步骤,引导学生的创意思维,从而启

发学生思考制作方法,通过欣赏书中的

制作方法进一步解决课程重难点。 

3.5.2介绍活动要求及评价规则： 

根据具体需求,教师介绍活动要求

及评价规则,引导学生了解活动规则,使

每名学生都能主动参与到活动中来。 

3.5.3学生有序参与制作招牌早餐

的活动： 

学生在10分钟内以组为单位制作店

铺招牌早餐,同时,播放优美的音乐,学

生在音乐的陪伴下有序进行活动。 

3.5.4学生汇报成果,完成课堂评价： 

学生以组为单位上台有序汇报制作

的店铺招牌早餐,评选最佳小主厨并颁

发荣誉证书,评价面向全体学生,体现了

评价的时效性,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

学生在竞赛的驱动下,能积极主动的参

与到制作招牌早餐的实践中来。在课堂

中,我能深刻的感受到,相比传统教学模

式下的情景创设,友善用脑的任务驱动

学习模式的课堂效果似乎要更胜许多。 

3.6通过冥想环节进一步巩固新知 

3.6.1利用轻松的音乐营造宽松的

学习氛围： 

播放音乐,在优美音乐的感召下,教

师开始慢慢带着学生们梳理回顾一节课

的知识点。 

3.6.2学生闭眼,聆听,拓展新知： 

学生在教师话语的引导下闭上眼认

真听教师对于整节课知识点的梳理,一

方面巩固了新知,一方面也为后续课程

的开展埋下伏笔,一举两得。 

传统的教学模式课程结束后没有安

排反思,再上课的时候你会发现学生往

往很难记住上节课的内容,而冥想环节

能有效引导学生梳理出本节课的知识点,

从而帮助学生理解、记忆。 

4 点滴思考,汇聚成文 

在课例中,我们不难发现,教师将友

善用脑的学习模式与低年级的美术课程

有效结合。虽然这只是美术学科向友善

用脑学习模式迈进的一小步,但却可以

成为我们探索友善用脑教学范式的些许

借鉴。相信在众多美术教师的共同努力

下,一定能让我们的美术课更加富有艺

术性和趣味性,更加友善。 

只有兴趣驱使,学生才能真正投入

课堂,爱上学习。我们对友善用脑的课堂

学习模式的探索还将继续,要做的工作

还有很多。需要众多美术教师的共同努

力,只有大家认可,并愿意去尝试、去探

究,我们才能有所收获。相信不久的将来,

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让友

善用脑在美术学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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