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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术教育能够陶冶情操,增加欣赏水平,培养人文情怀,是义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中小

学美术教育教学中应用美术兴趣小组组建的教学方式表现效果尤为突出。本文就美术兴趣小组的价值

和开展美术兴趣小组的有效策略为主,提出美术兴趣小组开展期间应注意的事项,希望对中小学美术教

学提供参考性建议,提高美术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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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术兴趣小组教学是指在美术教学

过程中,将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探讨

式教学的方法,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对美

术的兴趣。教师在课堂上要把握教学重

点,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中,对美术产生

浓厚兴趣。 

1 美术兴趣小组的价值 

1.1激发学生的美术学习兴趣 

每当同一小组的同学合作完成一件

作品时,尤其是所完成的作品得到教师

肯定时,都会产生很大的成就感,并且更

加愿意投入到美术学习之中。美术小组

不仅可以巩固学生的理论知识和绘画技

巧,还能激发学生对美术学习的兴趣,提

升学生参加美术活动的积极性。据调查

显示,大部分中小学在进行美术兴趣小

组开展活动后,学生对待美术课的态度

更加认真,美术教学质量有明显的提升。 

1.2陶冶情操 

学生在美术兴趣小组的学习中,不

仅可以锻炼美术技能,还能自行创作美

术作品。在学习的同时,同学们会积极地

交流意见,分享经验,在绘画的过程中陶

冶了情操,创造良好的美术学习氛围。 

1.3提升中小学美术作品质量 

小组成员互相学习,互相督促,有效

地提高了学生对美术的兴趣爱好,在小

组多人同时学习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

提升了自己的美术水准。教师为了促进

学生的友好交流,也可以不定期的举办

作品展览比赛等活动,将比赛中的优秀

作品投送到省、市级美术比赛中,让学生

得到更多的锻炼。美术兴趣小组对美术

教育起到了引导和推进作用,小组成员

的美术技能得到有效提升,从而提升其

美术作品的质量。 

1.4丰富班级文化生活 

美术兴趣小组的学习不仅可以增加

学生的美术技能和绘画水平,也能拓展

学生文艺活动等相关知识,当班级开展

文艺活动时,同学们可以运用平时所学

的美术技巧对班级进行美化,改善班级

的学习环境,让教师氛围焕然一新。 

1.5为我国美术事业提供人才 

由于中小学生年龄小、发展潜力大,

是我国重点培养的人才,也可能是国家

未来美术事业的推动者,有很多同学在

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会选择美术,从事与

美术相关的事业。美术兴趣小组就可以

在萌芽阶段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为国家美术院校和艺术院校提供人才,

为我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1]。 

1.6推动素质教育发展 

美术教育并不是单纯的绘画练习,

每一件美术作品都凝聚着创作者对生活

的思考、观察、期望和想象。中小学生

在进行美术兴趣小组的学习时,也充分

地发挥了他们对未来的畅想、设计和规

划。每一次创作作品的过程就是对自己

目标设定和实现的过程,在创作过程中,

学生运用了多种能力,如,创造思维、记

忆力、想象力、审美及表达能力等。在

学习的过程中,也培养了学生的耐心、细

心的学习习惯和对周围事物的观察能

力。美术教育本身就是培养良好生活习

惯和情操的重要途径,通过美术兴趣小

组的教育将这些良好的习惯落实到学习

中,从而提升了学生的素质教育。 

2 开展美术兴趣小组的有效策

略 

2.1丰富美术兴趣小组的教学内容 

美术老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要根

据教学内容进行扩充,使美术教学更加

丰富,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小

组活动中,教师可以增加国画、板画或让

同学在石头上、瓶子上进行作画,将单一

的绘画训练变得更加多样化,增加学生

的参与积极性,使学生对美术产生欲望。

另外,这些形式的作画也给学生们带来

了不同的感受和体验,例如,国画教学可

以让学生更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同时

对宣纸的特性和毛笔的使用也有所了解,

扩充了以往美术知识的局限性；在玻璃

瓶上或石头上作画,让同学们了解同一

种绘画材料在不同物质上使用时所产生

的不同效果,这大大扩展了学生的知识,

也增加了学生对美术学习的浓厚兴趣。 

2.2创新美术兴趣小组的教学方式 

美术,是一门追求精神愉悦的课程,

如果沿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就会让学

生觉得无趣,小组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交

流就会变得拘谨,这不利于教学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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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术教师应在课堂上创新教学方

式,增加趣味活动,让学生在轻松、娱乐

的氛围下领略知识。美术老师在教学方

式的选择上应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运用轻松幽默的交流方式与学生们沟通,

将学生放在主体地位,让其大胆探索,积

极实践,在课堂活动中得到锻炼,培养全

面的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教师也可以

让小组间的同学互相转换,实现不同小

组间文化的传播性和分享性,优秀的观

点和创作需要小组间的相互交流才能发

扬,成员之间的互换有助于促进学生多

方面能力的培养[2]。 

2.3积极开展实践活动 

在美术课堂上开展实践活动有利于

小组同学的合作学习。例如,学校可以开

展美术评比活动,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绘

画创作,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同学们可

以通过有效的沟通展开对所学知识的应

用；美术老师也可以带领学生在校园中

进行写生,这样的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

课堂内容,也可以让学生的视野更加开

阔,积累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通过写生,

学生对自己的学校更加了解,增进感情；

另外,教师也可以组织学生参观绘画展

览、艺术展览等,增加学生对艺术的鉴赏

能力,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培养学生的

人文精神。 

3 美术兴趣小组开展期间的注

意事项 

3.1注意保留知识的基础框架,维持

课堂纪律性 

无论教育的方式如何改变,都不能

忘记其初衷是为了让课堂教学变得更加

有效。因此,教师在进行美术兴趣小组教

学方式时也要注意不能忽视原有的教学

基础知识框架,按照教育部所规定的培

养方向教育学生[3]。进行小组讨论时,

教师要控制课堂的秩序和纪律。例如,

在进行美术鉴赏课时,教师为学生布置

鉴赏任务并让学生分小组进行讨论,但

是有些同学就会自由的大声喧哗,影响

课堂的秩序。还有些同学可能因为看问

题的方向不同,而对任务产生了意见分

歧,这时教师要快速的维持课堂纪律,引

导学生的正向思考,避免不必要的矛盾

和摩擦。同时,教师要注意对讨论时间的

把控,这样可以间接训练学生的实践管

理意识和能力,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教

师交代的任务,并完成同学间的讨论、信

息采集、信息组合、信息总结等,避免在

规定时间内学生仍然没有得出结论的现

象,这会影响教学进度和教学效率。教师

在小组汇报完讨论结果后要予以点评,

对表现优秀的学生提出表扬,激励其上

进,让课堂任务顺利完成。 

3.2实践活动注意安全性 

在进行美术兴趣小组实践活动时,

教师要注意对学生安全性的防护,尤其

是中小学生,他们对危险的感知和应变

能力都不成熟,容易被外界事物吸引和

影响。因此,教师在组织实践活动时要特

别注意学生的人身安全。例如,在进行校

外写生活动时,时常有突发状况。在出发

前,教师要强调安全知识,并维持活动的

秩序。可以的话,需要与班主任或其他美

术教师合作,增加安全系数。教师要准

备应急用品,如创可贴、抗敏药、纱布、

红药水等,防止学生跌倒或擦伤所引起

的伤口感染或意外情况。带领学生有组

织、有纪律的完成美术教学活动,并让

同学以小组为单位交出绘画作品和活

动总结。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美术兴趣小组在中小学

美术教育中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他能够激发学生的美术学习兴趣,陶冶

情操,对培养创造能力、思考能力和审美

能力也有非常大的帮助。中小学美术教

师要重视美术兴趣小组教学,不断地改

进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注重美术兴

趣小组的实践活动,并积极开展多样的

美术活动,增加校园人文景观。这样才能

有效地促进中小学生的美术能力,提升

学生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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