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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课与现在学校里头的其他科目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与

较为枯燥的语数英相比，美术课的作业几乎在课堂上可以完成，

很少会有布置回家完成的作业。所以课堂教学到底有没有效果，

能不能让学生真的学到知识，能不能真的掌握知识，所以课堂

的好与坏就成为了直接影响到作业的关键因素，如果学生喜欢、

感到有兴趣，那么作业的呈现也一定会是好的，有趣的。

我们现在的美术课其实并不是为了培养很好的，很优质的画

家、美术家。我们的最基本的目的，是通过学习学会理解美

术，学会感受美术，在遇见一个美术作品的时候，不至于连基

本的美学欣赏能力都没有，至少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分析美术作

品，在生活中可以逛逛美术馆，陶冶陶冶情操也就够了，让他

们能多多一些些的创新精神，开心的体验生活艺术的美好，面

对生活和学习可以认真的生活认真的学习。美术作业有标准答案

吗？我认为是没有的，每个人对于美术的理解是不同的。如果我

们给学生的作业过于的程式化，敲定画什么，做什么，风格是什

么，怎么用笔，这样久而久之会学生会依赖书本、依赖老师，一

旦涉及到创作就什么也不会了，完全扼杀了学生天马行空的创造

能力。

1　中学美术课的现状

一个有效的美术课堂是美术老师们所追求的，他不是说每一

个人都要在这个课堂上学到什么具体的只是，而是指学生在各个

方面能得到一定的进步，有效的学习不仅有对认知的要求，还应

该注意美术学习对学生生活上的影响，这就要求老师们要提高学

生的自己对于美术的学习兴趣了，如何让他们有兴趣，有求知欲，

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那么课堂上那么多的学生，老师应该用什么方法去确定学生

到底学到知识了没呢？我认为，就是从课堂作业里去发现。课堂

作业在课堂上就能完成，老师清楚明了的就能发现问题，谁画的

好，谁画的差，谁理解了知识点。这就是课堂有没有效果的最真

实的展现，也是学生有没有掌握一定技能的最直观的参考。相较

于之前的传统的教学方式下的美术课的学生作业，对比新课程下

的新式美术课教学之后的作业，经过对比之后，我发现以前的老

教学的美术作业有一下几个问题：

1.1作业都是套用模板，临摹又临摹，没有学生的创造

在观察之前的美术作业时，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学生都在临

摹，书本上的范画，教师使用的课件，搜索软件上一搜索就会出

现的绘画成果图。学生懒于自己创造、自己思考。认为美术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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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感兴趣，我抄一抄就行了。在课堂上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也有一

定的原因，传统的课堂与学生的互动几乎没有，学生就对于美术

课不感兴趣，思维也只是在老师教学的范围内轻微的浮动。

1.2擅长的学生完成的快，困难的学生完成的慢

美术的绘画水平在初中阶段一般都两极分化较为严重，一些

基础好的学生，他们热爱画画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会按照教师

提出的作业要求再结合自己的想法，一般能很快完成作业，而基

础一般的同学，对于画画没有兴趣，在课堂作业的初期阶段，一

般都是发呆，他们想不出到底应该画什么，等到时间过去太久，为

了完成作业，于是就随意找到一个去临摹，那么完成作业的时间

自然就晚了。基础好的学生画画想法快动作快，在课堂上很快就

完成了作业，那么时间太长他们就会产生一段时间的无事可做，

那么这节课他们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没有提升自己的能力。

而基础差的同学呢？他们会在内心形成一个比较，绘画能力好的

同学与自己绘画基础差形成对比，产生一种焦虑的感觉，因为焦

虑导致作业完成的急躁，为了赶时间不去思考而选择临摹的完成

作业。

1.3关于作业的布置与学生的思考

为了改变学生对作业的态度，可以设计各种各样的课程模式，

不仅吸引学生的兴趣，还可以从作业的设定开始。这就要求我们

老师在课堂上，思考学生的所想，为学生创造性地设计我们的美

术教学作业，第一步就是让学生感兴趣，当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喜

欢的能做的事情，那么他们自然的就会积极地完成作业，从而达

到老师想要提高课堂教学作业的效果。

例如初一下学期的一个课，叫做《扮靓生活的花卉纹样》。我

让初一年级的学生为自己设计一件生活用品，并且生活用品上设

计一个花卉纹样。这样的选择就多种多样了，学生们可以根据自

己的绘画程度选择合适难度的生活用品。他们作为这件生活用品

的设计师，可以设计样式、尺寸、图案、颜色，兴趣程度大大的

增加了，不仅如此，这样的方式还可以让绘画程度比较优秀的同

学，贴合自己的能力进行美术绘画，绘画程度不太好的同学，也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绘画能力，制作一些简约简单，自己便于绘

画的生活用品来进行设计，颜色图案都可以贴近自己的能力。

这样一趟学生感兴趣的课堂作业就诞生了，因为学生自己也

对这个作业感兴趣，那么他们就会乐于思考，一旦有了思考，那

么学生的创造力和思考能力就有了提升。如果只是想原来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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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课件展示出花卉纹样，我们去临摹，去仿照，没有任

何学生自身的思考的话，就会变成枯燥的美术绘画学习了，久

而久之就会让学生丧失对美术的兴趣。

2　关于结论与建议

2.1作业设计自由化

作业完成的自由化、也就是举例中的日常生活里面的物品，

在作业里面可以加入学生天马行空的念头。每个学生的大数据都

不雷同，我们大可以让学生自己去进行选择，让学生判断自己

到底适合什么类型跟难度的作业；让不同类型、不同基础的同

学都可以有适合自己的选择。然后再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实际学习

情况，以及绘画水平的高低程度、手工能力的灵活与否、平时

各项知识的沉淀，自由地选择与自己相适应的作业类型，接着

去完成美术作业。只有不是赶鸭子上架、自由发挥地去做，在

整个过程中才能体会完成作业的快乐；只有让学生自由选择、

方能更准确找到优点，可以更有效激发他们的创造性。那么，

我们的教学质量必定也会得到增强。

2.2授课与作业布置有趣化

在我们的新型课堂中，学生是课堂的主要部分，老师起

到领军作用；教师的职责，不再是控制学生课堂活动，而是打

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学生沉浸其中的同时更好理解课堂。

教师努力打造一个有趣生动的模拟情景，让学生去实践操作，

把课堂教学升级成学生的体验环节。毕竟，兴趣才是带领学生

进步最好的良药。打个比方说：《灯饰设计与制作》这节课，

老师可以准备一颗发光的灯泡，让学生自行制作一盏由自己点亮

的灯饰；这样一来，学生能切实感受到闪烁在眼前的光明，更

好地感受这节课的魅力。当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与艺术结合在一

起，会得出不一样的化学反应，得出让我们欣慰的结果。

2.3授课方式的变化-走出教室的美术课

当我还是个小学生时，会去学校、教室外、美术馆、户

外各地写生。可是现在的学生们，美术课常常只是在教室里待

着；我个人倡导，在教室之外的地方，也让学生体验美术之

美；也能让让我们可以画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只要条件允许，

走出教室，对于学生而言，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美术课的综合实践活动，是我们上课的主要活动形式；在

实践活动中，可以输出道德意识，让美术课体现教育意义。就

比如说，让学生完成一幅至亲的画像、然后向大家介绍自己与

图中的亲人有怎样的温馨故事。这样一来，学生一面运用着美

术知识，一面在创作中体会心灵的感化。这，就是美术课的德

育功能。

2.4知行合一 让学生由衷爱上美术课堂

古往开来，艺术家们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名书画、让

我们得以学习欣赏。在观赏这些书画的同时，学生不仅视野变

得更加宽广、美学意识也在无形中增加，更有利于审美发展；

苏霍姆林的主张是：“美是道德的纯洁精神的丰富和健全身体的

有力源泉”。我们的美术鉴赏，也是鼓励学生们做到知行合

一。而绘画，有着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内容不一样、体现

出来的教育意义也不一样。

我们倡导让美术融入生活，不仅是希望学生能够知行合一、

更是希望在我们的变革下，能学生可以发自内心爱上美术。不

断完善教学计划、优化授课方式方法，是教师追求的理想与目

标，为了这个信念，我们将持续鞭策自己，让美术课堂得以教

育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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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GeoGebra 软件是数学教育的利器，通过生动、形

象的过程演示，数形紧密结合，可大大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学

生使用该软件辅助学习，可深刻体验数学的美感，激发学习兴趣，

提高学习效率。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教学和学

习过程中，善于利用各种行之有效的辅助工具，将对提高教学和

学习效率有莫大的帮助，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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