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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世纪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信息化社会,以数字化处理信息､呈现信息和传递信息的多媒体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它不

仅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生产方式､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并且促使学校的教育教学方式越来越向网络

化､虚拟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它对人才提出了全新要求,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必须进行改革｡这既为我们带来机遇,也使我们

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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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在小学教授信息技术课程的经历,使我发现小

学阶段的学生在信息技术基本技能的掌握方面跟10年前相

比,不是在提高,而是在降低。我们的教师技能和十几年前相

比在提高,教学设备更加先进,教材设计更加合理,但为什么

学生的技能在降低呢？原本以为只是个别学校的特殊现象,

但是当我来到南宁市天桃实验学校后发现,这很可能是一个

共同现象。这促使我跟更多学校的信息技术教师,特别是老

教师进行这方面的交流探讨。结果不出所料,这正在成为一

个普遍现象。繁重的教学任务和教学压力导致教师致力于照

本宣科,学校和家长对于游戏的厌恶,家庭电脑的普及和手

机游戏的流行等,导致学生对于信息技术课的学习兴趣正在

降低。学生在信息技术课上等、靠、要的思想十分严重,自

主探究学习的能力不断下降。这促使笔者不禁在想,除了游

戏激励外,还能有什么办法能促使学生提高信息技术课的学

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自主探究学习能力。针对低年级学生,

画画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所以我结合学校的校本课程

开发的实际,改变过去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

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尝试开发小学信息技术与美术整合

的校本课程。通过开发该校本课程,我发现小学信息技术和

美术的课程整合,对促进学生思维的开放、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对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综合创新性人才有一

定的帮助。 

1 小学信息技术与美术课程整合在课堂教学中发挥重

要作用 

低年级的小学生,特别是一年级的小学生,第一次接

触信息技术课,对这门课程十分的陌生,在不能玩电脑游

戏的情况下,对信息技术课并不是很感兴趣,毕竟他们最

熟悉的是手机和平板。这个时候,我将美术知识引入课堂。

从他们幼儿园经常接触的画画开始引导他们将注意力集

中回课堂里。但是电脑绘画跟学生们的铅笔绘画有一定的

差异。开始的时候学生们会出现畏难、不知所措的情况,

但是将信息技术课程和美术课程一起整合后,信息技术课

程也给他们带来了跟平时铅笔绘画所不能实现的便利性。

在电脑绘画中可以很容易的实现颜色的填充、图画的涂

改、各元素的复制/粘贴。渐渐的学生们越来越喜欢上信

息技术课。 

为了得出更详实的数据,针对课题里的实验班和对比班

级我发放了106份调查问卷,回收问卷104份,每个班级回收

52 份。对比数据见“表 1” 

问题 实验班数据 对比班数据 不喜欢上信息技术课的原因 实验班数据 对比班数据

喜欢上信息技术课 52 43
1、没意思 0 7

2、太难了 0 3

对电脑绘画很有趣 52 40
觉得没有趣的原因：1、太难了 0 5

2、没意思 0 7

你的作品获得过 A+

成绩
50 32

获得 A+次数：1、5次以下 3 12

2、5~10 次 12 6

3、10~15 次 20 8

4、15 次以上 15 6
 

表  1 

根据调查问卷的反馈结果来看,整合了美术课程的电

脑绘画实验班级的学生比对比班级的学生对信息技术课的

学习兴趣更浓,绘画能力更强。这充分证明小学信息技术和

美术的课程整合对课堂教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不但让学

生更喜欢上信息技术课,也使学生的电脑绘画能力得到更

大的提升。 

2 小学信息技术和美术课程整合对学生发展的促进作用 

两个电脑绘画班级的学生在刚上信息技术课的时候做

了一次摸底测试,测试学生的基础绘画能力。测试不设定主

题,不给模板,让学生自由发挥。测试的结果除了少数几个不

会使用电脑的学生外,其他学生都能画出简单的线条稿,但

颜色搭配杂乱,基本没有构图的能力,对相关的美术知识更

是一片空白,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一节课的时间内就只画了一

个火柴人。 

在经过一年的学习后,大部分的学生都能用电脑画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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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的作品。但采用小学信息技术和美术课程整合的实验班的

学生在自我创作能力上要比采用传统教学方法教学的对比

班级的学生更出色。附“表 2” 

问题 实验班数据 对比班数据 不喜欢上信息技术课的原因 实验班数据 对比班数据

你能自己

创作画画
50 32

你不能自己创作画画的原因：

1、不想画
1 7

2、不会画 1 11

你觉得自

己画画好

看

51 36

你觉得自己画画不好看的原

因：

1、不想画

1 7

2、不会画 0 9
 

表 2 

通过调查问卷的反馈、学生作品的对比研究以及平时

授课的观察,实验班的学生在自我创作的积极性上明显要

高很多,在自信心方面也有更强的表现。往往老师刚布置任

务下去,学生们就会信心满满的开始作画。平时也更期待上

信息技术课。在学生评价作品阶段,学生能积极自信说出作

品的优缺点。而使用传统教学方法的对比班级学生在电脑

绘画方面自信心不是很足,常常是老师布置完任务后,等待

老师画出模板才开始动手模仿绘画,自主创作的积极性不

高。部分能自己创作的学生,创作出来的画质量也存在更多

的不足。在学生评价作品阶段,学生往往是闭口不言,等待

老师点评。所以,小学信息技术和美术课程整合的教学方式

能促进低年级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审

美水平。 

3 结束语 

小学信息技术和美术课程的整合实验证明是一种有效

的教学方式。它能很好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它能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它能提高学

生的审美能力,从而提高学生艺术欣赏水平。相信随着课题

的继续开展,更多的信息技术老师也会主动整合其他课程,

以满足越来越高的教学水平要求。 

[参考文献] 

[1]高莉.现代信息技术与美术教育的有效整合研究[J].

现代信息科技,2018,2(05):143-144. 

[2]汪丽.信息技术与中小学美术课堂教学的整合研究

[J].中外企业家,2019,(09):204. 

[3]何春华.小学美术“设计·应用”课程与信息技术整

合的实践[J].美术教育研究,2018,(09):126-127. 

[4]王晓莉.幼儿园美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D].云南:临翔

区幼儿园,2017,(08):73. 

[5]陈雪芬.电脑“画图”玩转美术[J].课程教育研

究,2015,(26):204-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