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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的身份是教育的引导者，引导学
生好学、乐学，做学习知识的参与和探索者，在探索中获得学
习经验，发现自己的独特，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怎样让学与乐
同行，玩是孩子的天性，在教学上尝试更多的加入游戏，探索
游戏和教学的关系，探索游戏怎样提高教学质量让游戏引发孩子
的美术兴趣，提高课堂的趣味性，从而让学与乐同行，促进终
身学习和全人教育。

1  游戏与教学的关系
教学和游戏这两个活动，人们往往将他们的界限划分的很

开，其实在真正的教育教学中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着
内在的联系，它们对人的进步和发展有着共同的意义。以往人
们把游戏看作是娱乐活动，假如一个学生在游戏他会被看做没有
学习；把教学拎出来看作是正经严肃。而在现实的教学实践
中，从人本主义学习观中尊重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在教学中
将游戏融入其中，让传统的枯燥的课堂变得有趣味性，对于学
习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学与乐同行。

1.1 美术教学是一种游戏活动
小美术的教学多是画画、涂涂、玩玩、说说的过程，美

术学科教学行为本质上就有一些游戏的特点，在造型、设计、
欣赏、综合探究这四种不同类型的教学内容本身就含有大量的游
戏设计，这更给他们的结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美术作为一
门艺术学科，更注重学生的体验、创造性思维和审美情趣的开
发，这更需要学生因为兴趣主动地的参与、探索、尝试，而
不是教师一味的输入。美术教育教学中恰当、合适的融合游
戏，更符合孩子好玩的天性特点，自由、轻松、愉悦的的教
学氛围提高教学质量。

1.2 游戏是一种美术教学活动
真正的教育是培养完整人的社会活动，应该关注人的现在以

及未来的生活。游戏具有天然的教育作用，游戏中隐藏着教育的
契机，可以促进孩子的进步和发展，同时游戏也成为美术教学教
育的一种方式。从古自今游戏伴随着人类发展的每一步，游戏不
只是存在于孩子活动中，更存在于成人的世界里。

2  游戏化教学，增添教学“质”
美术课堂中引入游戏的环节，使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度提

高，但不并不是一味地强调游戏，或为了游戏而游戏。利用游戏
增加课堂的趣味性，让教学有质的提高。

2.1 游戏化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
小学美术游戏化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小学生大多好动

爱玩，美术游戏化符合他们成长阶段的性格特点，美术游戏化更
容易吸引孩子的兴趣，教师在游戏中把美术知识传达给学生，学
生在“玩”中学习，体验艺术之美。例如上《会变得线条》这节
课，我组织每个学生准备好一根细绳，在音乐声中让学生自己用
手里的线条摆出不同的造型，看一看谁摆的造型多。学生自己用
线摆造型，自己在实践中发现，激发了对于课堂的兴趣，相信整
堂课他们是在快乐中收获知识的。

2.2 通过游戏化解教学难点
美术课堂中，有些知识点是比较难掌握的，如果只是老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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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地讲解，一味地把只是塞给学生，他们是很难真正的掌握，如
果他们不是真正的理解，对课堂的积极性就不会高，影响课堂的
教学质量，若果我们把教学难点中加入游戏，学生在老师的引导
下，自我学习、合作探究、自我总结，在趣味中掌握重难点，我
相信孩子会更乐于接受这样的教学方式。例如上色彩搭配的课，
我设计了“水色游戏”，将不同的颜色滴入水中，并用画笔在水中
搅拌，用宣纸盖在水面上，色彩都吸附在宣纸上，当学生看到从
水里拿出的宣纸，学生说“这太漂亮了”迫不及待的要自己搭配
自己喜欢的色彩，他们自由的选择色彩，尝试各种搅拌的方式，得
到了意想不到的漂亮的色彩搭配的作品。

2.3 游戏化有利于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小学美术游戏化有利于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利用游

戏化教学，在美术课给学生创建一种有趣生动的情景后，根据课
程内容的安排设置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摆脱现实生活中客观
事物的约束，引导孩子进入思维世界，大胆的去想象，去幻想，去
建构奇妙的科幻世界。例如《多彩的树》这一课，我准备了很多
彩色的纸，每个组里一个学生扮演树，剩余的同学想办法装饰的
漂亮一点，他们用手里的彩色纸当做叶子，创造性的装扮出色彩
鲜艳的树，打破了思维惯性中树就是绿色的单一色彩观念。通过
这样的游戏，激发了他们的色彩感和想象力，学生在实践时创作
出了多彩的树。

2.4 通过游戏灵活评价作业
传统的课堂评价就是拿到黑板上摆一摆，看一看，评一评，一

直这样的展评方式是有呆板的，学生的参与度不是很高，当你在
评价学生的作品时，我的小朋友在走神；有的在低着头画自己的；
有的则在打闹。在上二年级《动物乐园》这节课是时，我提前分
好组，让学生选好组长。这节课主要用黏土做各种造型的动物，做
好动物的还可以用黏土做些动物生活的环境，在展评前我让小朋
友们以小组为代表，用手中黏土做的小动物来自己编排节目，并
给小动物配上台词到讲台表演，听到这里学生的积极性别提有多
高啦，仅仅几分钟的编排，有的上演狮子大战，有的是幸福的动
物之家。每一个学生都积极地参与到活动中来，下课了学生还在
积极地讨论着，迫不及待的问老师下节美术课是什么主题，期待
美术课的到来。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采用游戏化的教学
方式符合儿童成长的规律，孩子从被动到主动参与到教学知识中，
并成为课堂的主角，从而在生活中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达
到乐活审美的教学目的促进全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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