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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澄清误解，正确认识美术教学

我经常问学生一个问题“你们说说什么是美术？”几乎所

有的孩子都告诉我说：美术就是画画。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而

且也不只是学生有这样的观点，在社会上也有同样的误解。这

种误解直接影响了美术教学。有一次上课，我布置了绘画作

业，当堂完成，可有几位同学并没有画，我问他们原因，他们

答道：老师我们以后不当画家，我们学习美术没用。当时我感

到很失望，同时也强烈的感觉到：在对美术没有兴趣的学生心

中，美术课没有位置。美术就是画画 --- 这是误解，这种片

面的理解导致了一部分学生对美术的放弃，以致兴趣索然。为

了消除误解，我在教学中单独开了一节课叫《不熟知的老朋友

——美术》,通过本课告诉学生美术课能够提升人的内涵，可以

让人知道怎么在生活中发现美、寻找美、能够练就一双随时发

现美的慧眼! 学习美术可以修身养性，提高自身综合素质，陶

冶情操，它甚至还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长期的艺术熏陶，

使得你的气质与众不同，包括言谈举止，穿着打扮。学会它你

会更加懂得生活，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更高的追求。让学生

知道每一节美术课都渗透着对培养美术文化意识的理念。我

们学校美术课开设的目的，并非把学生培养成掌握绘画技能

“小画匠”或者画家，而是培养成善于用艺术的眼光、用审美

文化的心态去欣赏世界的艺术者，去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

文化，使我们的每一堂课都成为学生对艺术世界意义的领悟，

对培养艺术文化意识的体验！通过这堂课，学生了解了这个

“不熟知的老朋友”，知道了美术的内涵，澄清了对美术的误

解,一部分学生甚至因此对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让我兴

奋不已。这次课让我感触很深：学生不是对某些东西不感兴

趣，而是没有让他们找到感兴趣的点。只有让学生了解了美

术，才能学好美术进而才能带领学生去建设校园文化。

2  美术工作坊的建立与工作的开展

学生不能置身校园文化之外，而是校园文化的主要建设者

和营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体现者和传承者，校园文化建设的

效果和成败在于能否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发挥学生的主

体作用。美术工作坊是学校美术工作的根据地，是学校校园文

化的重要阵地，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在工作坊内部建制上我也

进行了新的尝试，“美术工作坊”下设四个部，它们分别是：国

画、素描、手工、泥塑、书法。学生们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自

由的选择工作坊，在各部内广泛征求活动内容，制定出一套适

合本小坊人员兴趣的活动方案，以此来有效的激发学生主动学

习的欲望，给工作坊成员创造了自主学习和主动探究的空间，

为学生形成良好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做了初步的铺垫。在宣传

展示方面各个部都有定期的开放日，在开放日中社员们将举办

一系列的展览，把其他同学请到“工作坊”来进行参观、交流

活动，并且从中选出优秀作品参加“工作坊”的展览。“工作

坊”每学期开展数次美术展览和现场表演活动。从“工作坊”

展览中经教师评选涌现的优秀美术作品，将有幸参加每年一度

的校园艺术节美术展览。由此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组织形式，活

浅谈美术教学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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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堂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主要阵地，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教育教学活动。衡量一所学校能否拥有浓郁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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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内容与奖励措施。这有利于“美术社”的巩固与发展，有利

于美术骨干的选拔与任用，有利于美术教学的开展和学生学习

积极性的保持。对我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3  重视学生的兴趣和选择

我非常重视了解学生的想法，重视学生的选择并以学生喜

欢的方法和形式进行教学。从研究怎样教转变为研究怎样引

导学生学。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我着重对每节课的学情进行

分析、比较、研究，尽可能从各个角度知晓学生的想法。我重

视学生对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的需求，及时发现身边可以利

用的美术教学资源，深入挖掘教材，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

体。有一次，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写意梅花的画法”时，同学

们说：“老师，今天是否可以不画梅花呢，我们几乎都没有见

过，能不能画别的花呢？”也难怪，如今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

们哪有机会亲近大自然呀，周围都是钢筋水泥的丛林，为数不

多课余时间还被课业占了去。我问他们“那你们见过哪种花

呀?”他们的回答道：“见过的真花只是公路隔离带上的月季

花”。我所备的课全无用武之地，幸好花卉的基本技法都差不

多。我心想：尊重学生的选择，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于

是，我在学生期盼的眼神和表情中，随机应变，立刻调整了自

己的教学思路，和学生们一起开始了对“月季花”的研究、讨

论和学习。我改变以往的教学方法，新课开始，我就把怎样用

线条来表现“月季”的姿态，以及“月季花”的结构等问题交

给了学生，让学生从自己角度和理解来描绘自己心目中的月

季花。我变成了引导者，旁观者，引导学生认真分析“月季”

的每一种姿态造型与审美情趣的关系，为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在学生分组讨论、自主研究学习、大胆

实践的过程中，学生表现出来的积极主动、乐于实践、兴趣十

足令我出乎意料。本节课与以往相比格外自然、生动并充满情

趣。由此可见，当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认知发展水平

和已有的知识产生关联时，学生才会产生足够的学习欲望，满

足内心需求和兴趣的选择，也会主动的将自己置身于主动探

索与研究之中，会较好的达成教学目标。

总之，课堂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主要阵地，校园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就是教育教学活动。衡量一所学校能否拥有浓郁的

文化氛围，课堂教学发挥着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与美术教

学密不可分。一支粉笔、一片竹林、一方读书角营造一种传统

的文化氛围；运用电子设备、网络等教学媒体营造的是现代教

学的文化氛围，但美术教育能够使校园更加充满内涵与活力，

因此当前更要加强美术 与校园文化的深度融合，尽可能多地

创造条件让学生接触美术，认识美术，积极地营造现代化积极

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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