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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理念是涉及到新课程改革目标、课程结构等多方面的

全新教育理念，指出来小学教育的新方向，总体来说就是要求

学校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重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对于小学美

术课程而言，也需要紧跟新课程理念，对实际的教育教学活动

进行改革与创新，提高美术课堂的有效性，确保新课程理念融

入教学活动，保障学生素质得到全方面培养。

1　新课程理念对小学美术教学提出的要求

新课程理念下，小学美术的教学目标发生变化，重在以素

质教育为根本，在课堂上培养学生实际美术动手能力和创新能

力，打破过去的小学美术教学模式，建立起适应新时代发展，

遵循新课程要求的小学美术教育模式。具体来说，提出了三方

面的新要求。第一，小学美术教学要重在实践。在传统的小学

美术课堂上，多以教师讲、教师画，学生听、学生临摹的方

式进行，忽略了课程的实际操作性，也忽视了学生个性的发

挥，限制了学生思维的碰撞和创造力的发展。新课程理念要求在

美术教学中增加学生实践，培养动手能力，更需要构建综合实践

课程，彻底走出小学美术理论化的误区。第二，小学美术教学要

以生为本。新课程理念强调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美术学习中来，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为其提供艺术畅想空间，培养其自主学

习的能力。但从目前的教学来看，学生的主体地位还是没有得到

有效提升。因为课堂时间有限，老师需要兼顾知识讲授和指导实

际动手创作，往往因时间问题将后者留在课后；但课后学生首先

要完成其他各科的课后作用，实际留给美术创作的时间也并不多。

第三，小学美术教学要因材施教。新课程理念正视学生个体差异，

要求教学活动要本个性化的要求开展，实施体现个性特点的差异

化教学，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培养出独具一格的人才。但现

实中小学美术教学还是存在着“一刀切”的现象，在课堂中老师

为了推进整体进度，难以兼顾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情况或者是兴趣

爱好，因此也反过来造成了学生在美术学习上兴趣、表现和成绩

的差异。

2　新课程理念下小学美术教学改革与创新的路径

结合新课程理念对于小学美术提出的三个重点要求，小学

美术教学应以重新构建课堂教学为手段，进行改革与创新，具体

如下。

2.1以兴趣激发为先导重塑“理实结合”的教学流程

小学美术教学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而需要通过教学流程

的重新设计将实践融进课堂。美术课堂对小学生而言，最能提高

学习和实践动力的还是兴趣。兴趣是他们进行美术学习的驱动力，

也是带领他们走进艺术殿堂最好的老师。因此，在实际教学中老

师不能一味要求学生作画，更不能一味要求他们画的接近标准或

新课程理念下小学美术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

李　颖
昆山市千灯中心小学校，中国·江苏 昆山 215341

【摘　要】新课程理论对小学美术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打破过去的教学模式，建立起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新教学方式。本文
以在新课程理念下进一步提高小学美术教学有效性，发挥小学美术教育在育人中的功能和魅力为目标，对小学美术教学改革与创新
的路径进行了具体探讨。

【关键词】新课程；小学美术；改革创新

者成人的水平。这样容易让学生们感到压力，丧失对美术的兴

趣。具体来说，首先在美术教学导入时，老师可以结合游戏教

学的方式，创设具有趣味性的实践活动，激发兴趣引入课堂。

例如在学习五年级上册《色彩的色相》一课时，老师可以在绘

画工具上“做文章”，比如通过红黄蓝三种颜色的颜料，开展

“找颜色”游戏，让学生们调一调色，找出其他的颜色藏在哪

两种颜色背后，几种色彩组合变换就如变魔术一样的神奇，以

此培养探索能力，点燃兴趣。其次，正式教学中需要增设动手

环节，可以将理论讲解和动手作画结合起来，边学变画，增强

学生的学习感受。老师需要合理安排课程实践，留出足够的时

间给学生专门进行动手创作，以保证小学美术课程的实践性。

再次，小学美术教学可以借助信息化技术，将较为抽闲的理论

转化为主观的学习内容，通过更加生动性的展示，让学生们有

兴趣学理论，也更加容易搭建从理论到动手实践的桥梁。例如

在学习《绘画中的透视现象》《美术中比例》这些课程时，借

助信息化教学设备多个维度展示生活中的透视现象，生物物品的

比例等，更加有助于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并开展美术创作。

2.2以课程结合为手段构建“以生为本”的学习模式

新课程理念下的小学美术教学必须改变以往老师单方面主导

课堂的情况，需要提高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积极

参与学习。具体来说，老师可以结合其他学科教学内容，丰富美

术课堂的内涵，并鼓励学生天马行空的想象，发挥创造思维，构

建课程联系，帮助他们全面成才。比如在学习《创造绿色生活》一

课时，老师可以与思想品德课程相结合，让学生以小组讨论的方

式围绕“绿色生活”开展讨论，探讨绿色生活的意义，以及当前

环境保护中有待改进的问题等等。小组讨论充分提高学生在课堂

上的参与度。在此基础上，在要求学生按照课本要求，结合小组

讨论的结果，创作一幅以绿色、环保、低碳为主题的作品。在学

习《唱起来跳起来》时可以与音乐课相结合，在欢快的民族音乐

中去学习这一刻的内容，将音乐中的情感代入到制作剪纸作品中。

另一方面，小学美术课程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绘画、手

工制作的素材也源于现实生活，因此老师可以与学生的实践活动

相结合，以生活化的方式引导学生观察、认识现实事物，培养一

颗发现美的心，并对这些事物进行艺术创造。例如校园环境大整

理、动植物养殖、交通志愿引导、慰问孤寡老人，引导学生留心

观察身边的人与事，并尝试用画笔表现出来。通过培养学生的观

察力也可以让美术作品所展现的内容越来越生动丰富。最后，也

可以在美术教材中寻找将绘画、拼贴画、剪纸、陶艺制作等结合

起来的切入点，例如可以将《中国龙》和《拼拼贴贴一条龙》两

节课串联起来，丰富学生动手实践的内容，调动参与课程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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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高实际动手能力。

2.3以分层分类为辅助推进“因人施教”的创新措施

要重视学生差异、落实因人施教，可以对小学美术教学进行

创新，实施分层分类个性化教学，让美术课程教学和学生实际情

况保持契合。具体来说，可以在每个班级正常进行美术课的基础

上，增设每周一次的“走班”学习。所谓“走班”，就是打破班级

界限，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学习实际情况，参与到美

术课程中来。在每周的“走班”美术教学中，可按照美术教学类

型进行分类，例如分设素描、水彩画、剪纸、手工等若干班级，让

学生自主报名到具体的班级上课。这种方式，是对传统小学美术

教学的一种创新，既保证了在常规课程中学生的美术素养得到全

面的培养，也给与了学生重点培养美术兴趣爱好的机会，让学生

学习美术的氛围更加浓厚。但是，这种新的方式也是对小学美术

老师的一种挑战，要求老师能够全面掌握学生美术学习的情况，

在尊重学生主观意愿的基础上做出引导，帮助学生准确的认识自

己美术学习的优劣势，从而进一步发挥“走班”教学的作用。同

时这也是对学校美术老师师资力量统筹协调的考验，主要美术老

师牢固树立服务学习的意识，发挥乐于奉献的精神，才能配合学

校实现教学模式的创新。

2.4以多维评价为目标完善“正向激励”的评价方式

教学评价关系着学生美术学习的成效和发展，是小学美术教

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老师可以设置多维度的评价方式，例如老

师点评、小组互评，或者通过作品展让学校其他同学来评一评。这

些多维度的评价，可以更加有利于学生主动去提高自己的美术水

平，能够营造出他们实践创作的热情，更加敢于用美术表现自己

的所思所想,充分地认识自己的独特价值。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因

为小学学生心理发育不成熟，面对挫折或者批评不容易调节情

绪，因此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的评价，老师都需要在评价的过程

中多进行正面的鼓励和引导，通过正向的激发，树立学生学习

的信心，也能够更加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例如老师在带领学

生学习完《防灾减灾》一课后，由学生每人完成一幅该主题的

画，并在班级内部组织一次小画展，让学生各自介绍自己的作

品，并相互说说其他同学的作品好在哪里，通过学生相互之间

的肯定与表扬，加强了学生美术语言的表达能力,培养他们自我

分析和反思的意识,也得到了精神上满足，学习的体验感和获得

感更强。

3　结束语

在新课程理念下，小学美术教学要向着重实践、重参与、

重差异的方向发展，才能更好的培养学生全方面的素质。这戏

都需要小学美术课程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在教学流程、教学

模式、教学创新和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提

高小学美术课堂的实效性，推动新课程理念下的小学美术教学不

断发挥功能和魅力，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培养了他们的创新

创造能力，提高艺术审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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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测验当中，教师可以分析图画中图像的相对关系以及具体意

向，来分析潜藏在当事人内心的矛盾与冲突。另外，教师可以

在课堂当中借助绘画心理分析进行班级分享活动，使那些不擅长

情感表达的学生以图画为载体进行自我表达[6-8]。

4　总结与展望

课程在教学中担任着重要角色，它不仅是教育教学工作中的

基本元素，更是对学生的身心发展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一个

优秀的课程设计能够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使学生受益匪浅。

因此，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继续关注课程设计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

的。为此，本文对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设计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

系统的梳理，以期通过改善教学设计、完善教学理念，选择更

合适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对心理学知识的掌握和心

理素质的培养，让每一位学生都受益于新型的心理健康教育课堂

理念和课程设计，更加健康、全面、快乐地成长。

参考文献：

[1]李慧生.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新探[J].课程.教

材.教法,2006(07):65-68.

[2]叶一舵,项传军.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途径[J].福

建教育学院学报,2001(01):39-4

[3]余涵.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文献综述[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11,27(10):116-119.

[4]蒋常香,毛莉婷,刘小青.体验式教学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中的实践探索[J].教育学术月刊,2013(12):76-80.

[5]卫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设计[J].合肥学院学报(自

然科学版),2004(02):71-75.

[6]蔡新华.浅析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内涵及效能

[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9(08):156-157.

[7]方双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的困境与出路[J].中

国教育学刊,2007(08):53-56.

[8]路学会.初中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的设计与实施策略研究

[J].华夏教师,2019(35):35-36.

作者简介：

贾丽媛（1997-），女，汉族，山东禹城市人，学生，教育

硕士，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教育。

-------------------------------------------------------------------------------------------------------------------

（上接 5 3 页）


	教育7期正文_54.pdf
	教育7期正文_5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