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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学生美术作业中的情感表达策略
王志伟  

（泰国格乐大学，泰国 曼谷 611745）

摘要：情感表达在小学美术作业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对于正处在成长阶段的小学生来说，情感表达有助于我们对学生的

人格认识，对培养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及审美意识、品格情操等都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农村小学低段学生由于种种内在外在原因，在

美术作品中并不能正确进行情感表达，因此，在农村小学美术教学中，我们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绘画兴趣，更要注重引导学生如何进行情

感表达，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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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作为艺术领域中重要的媒介，承载着人类文明，传递着

精神思想。美术创作是直接表现人类内心真切感受的表达手段之

一，艺术家通过自己的视觉感受，用写生、想象、创作等艺术手法，

将真情实感寄托在美术作品中。小学美术课程要求老师更加关注

学生作品中的情感因素。因此，小学美术教学不只是一种教育手段，

还可以唤醒学生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学生通过画笔，结合自己

的真情实感，将内心情感寄托在美术作品中从而引发共鸣。

一、农村低段美术作业特点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行，小学美术教学对情感教育越加重视，

结合美术课程强调愉悦性的特点，让学生在美术学习中自由抒发

情感，表达自我和创意，从而养成健康的人格增强自信心。因此

在教学中，教师应当充分发挥美术教学的作用，为培养学生的审

美情趣，激发情感做一个良好的铺垫。在低段学生造型表现课程中，

学生用自己掌握的绘画技巧，大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视觉感受和

想象，创作出若干件寄托自己情感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学生学习

美术的重要成果，但对于基础较差的农村小学生，部分学生在尝

试情感表达的过程中总会遇到种种问题。

二、发现问题

（一）典型—：“潦草马虎”

农村小学美术老师经常看到这样的作业，绘画主题较为模糊，

线条松散，上色不均匀。通过课堂教学观察，该学生属于活泼好

动型，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几分钟就把作业草草画完，

美术作业中寄托的情感也就比旁人难以理解。

（二）典型二：“疯狂复制”

刚入小学的孩子，活泼好动、天真烂漫，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

喜欢异想天开，但是入学一段时间后，部分学生画技渐长，作品

逐渐脱离了稚拙感，但以前画面中呈现出来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夸张怪诞的表现力不见了，画面内容受到了固定模式的束缚，好

奇心与想象力慢慢消失。这些学生的总是在不同主题的作业中呈

现相同的内容，这位学生特别喜欢奥特曼，每次作业主角都是奥

特曼，第一次看到笔者十分惊喜，表扬他画得很不错，却慢慢发

现每次作业都是大同小异的内容，这时笔者逐渐意识到问题所在。

学生的创新思维已经得到了抑制，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复制流行的

卡通造型已经很难感受到学生在作品中不同的情感表达。

（三）典型三：“随意上色”

色彩本身就是一种情感的体现，是绘画中十分重要的元素，

不同学生对事物的色彩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一样的主题由于个人

色彩理解的不同，最后呈现出来的画面效果也是截然不同。

但是笔者所在学段大部分学生上色十分随意，经常是拿到什

么颜色就涂，部分同学整学期的作业中所有天空都是同一种蓝色，

所有的树木植物都是一种绿，尽管马克笔有几十色，受到青睐的

常常是相同的几支。对于上色，小小年纪的他们似乎也习惯了某

种程式化，很多时候旁人无法感受到学生在这样的作品中传递了

什么样的情感。

三、实施策略

想要正确引导低段学生绘画作业中的情感表达，我们先要分

析学生的绘画作品，理解他们的各种“绘画行为”，对他们在美

术作业中出现的各种代表性的特点进行分析，只有正确理解了表

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才能正确引导学生在美术作业中进行情感表

达。

（一）营造氛围 激发兴趣

低段学生正处于活泼好动的年纪，他们的注意力很难保持长

久，过于严肃、紧张的气氛会磨灭他们的学习兴趣，而注意力不

能长时间集中的儿童会快速完成画作，他们的笔触用力不均匀，

时轻时重，而且作业内容没有明确的主题，整个画面给人杂乱无

章的感觉，学生无法用画笔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因此，对于这些

喜欢快速“涂鸦”完成作业的学生，营造良好的氛围是学习的关

键因素。在美术教学过程中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营造良好

的教学氛围，激发学生对美术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巧妙利用他

们的好奇心，创设轻松愉快的学习场景，运用不同的教学手段吸

引低段学生对美术学习的兴趣。

善于利用美术教室的多媒体设备为学生创造特定的教学情境，

在教学中穿插学生喜爱的视频动画。还可利用多媒体拓展教学内

容，把丰富、生涩抽象的美术知识变得直观具体。教师还可以适

当的把音乐、文学等其他学科知识融入到美术教学中去，提高学

生对美术作品的理解能力，培养学生艺术创作能力和情感表达力。

在日常教学实践中笔者还发现，有些儿童会因为自身的某些

原因对绘画不感兴趣，把绘画当成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丝毫没

有情感表达的欲望。通过观察和与学生的交谈，笔者发现绝大部

分是绘画材料本身的问题。如工具没准备齐，想用的马克笔颜色

没水了，绘画铅笔没削好，自己喜爱的美术材料和美术工具未准

备好等，这些外部原因都可能让低段学生对绘画抵触，或者是老

师提供的教学主题学生不感兴趣。因此，在客观教学实践中，教

师在利用多媒体充分备课的同时，应注意为儿童提供充分的的、

高质量的绘画材料，选用学生时下流行或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激

发学生们对美术创作的兴趣，从而引导他们在绘画中进行充分的

情感表达，学生对太阳进行了夸张想象。

（二）和谐包容 发展创新

美国艺术教育家罗恩菲德也指出如果学生总是描绘同样的事

物，可能是因为对某一事物特别感兴趣；或是心智不够灵活，尚

不能探索、想象创作其他事物。

一个和谐稳定的学习氛围，对激发学生创造力、想象力会产

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所以教师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应努力营造平等、

宽容、和谐、良好的学习氛围，加强师生间的互动交流与合作，

把情感教育融入到教学中去，从而激发学生的情感表达的欲望，

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激发学生创造的热情是素质教育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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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内容，因此在小学美术教学中，教师要打破固定思维模式，允

许学生自由想象，随意发挥，鼓励学生用自己的想象力去表达对

一切事物感受。譬如，在一年级教学中《神气的大公鸡》。有的

学生认为公鸡是红色的，也有人觉得公鸡是彩色的，有人认为公

鸡是个勇敢无畏的父亲，也有人认为公鸡是个顶天立地的小男子

汉。也有学生觉得神气的大公鸡一定特别大，比周围的房子还高大，

这只大公鸡还是自己的好朋友，周末了骑在大公鸡的背上去游玩。

（三）加强引导 巧用色彩

在绘画作品中色彩是最重要的情感传递媒介，一年级小朋友

在美术《万花筒》中对十二色轮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因此，教

师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应强调色彩对于传递情感的重要性，把握

并传达内心情感对于色彩的变化有着怎样的影响，当学生们的视

觉感官接触到色彩，不同的学生会产生不同的感受，比如冷暖色

调。暖色如红色、橙色、黄色会联想到的许多东西，例如红色就

会联想到热闹的节日，炽热的太阳等，表达人们热情、兴奋的感

受，冷色如深紫色、蓝色就令人联想到大海、冰天雪地、外太空等，

冷色令人感觉到冰冷、平静，不同的情绪要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现。

当对学生不断强调不同色彩的差异性时，学生就会产生思考，从

而让色彩为自己的情感表达服务。

当学生在学习《盛开的鲜花》时，对整个画面的用色学生已

经多加了思考，在绘画时对色彩的感受力与创作心境相结合，整

个画面的色彩传递出学生创作时的情感。学生通过自身独特的艺

术语言，来表达他们的内心世界。图中的鲜花是罕见的蓝色，背

景也是深蓝色，表达了学生内心孤独的情感。

（四）尽情展现“特殊”的稚拙美

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极少能

接收外界信息，他们就是自闭症儿童。自闭症儿童在绘画时也是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审美和内容中，就是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

同样能表达人类最原始的美——稚拙美。

或许这样的作业入不了很多人的眼，而我却从中看到了不一

样的美。如王同学画的风车，各种颜色、各种大小、各个方向、

不同高低，让人忍不住近距离观察，细细探究。

同时因为老师的态度和赞美，王同学变得格外喜欢画画。这

又对他产生了更加积极的影响，虽然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不

过这个世界里仿佛有了更多元素，更加美好。

（五）巧用故事，开展稚拙美教学

有一位日本女画家，家长们慕名把孩子送到她家里学习画画。

可是这个女画家仅仅只是让孩子们在她的花园里玩耍，接着才让

他们把自己所看到的和想到的画下来。而画家所做的只是静静地

陪在一旁，看着孩子们快乐地作画，也不做具体的画法指导，听

她说的最多的是对孩子们的表扬和鼓励的话。时间一长孩子们自

然特别喜欢来她家里学画画。若干年后，孩子们长大了，有些还

真成了画家，让他们至今都心存感激的是这位多年前的老师，在

这样的压力下依然用这种不被多数人认可的教学方式进行着对下

一代的教学。

儿童的心智成长无一不是从游戏的兴趣出发的，儿童画的教

学亦是如此。游戏化的儿童画就是最原始的表达，这也正是关注

儿童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健康成长，是素质教育工程中提高教学

效率的有效途径。儿童只要有了学习的兴趣就会有学习的动力，

把枯燥的笔墨知识融入有趣的游戏当中，使教学有了趣味，学生

没有了压力自然有了兴趣和动力。正是这种变通，让孩子们真正

爱上绘画，爱上自由思维与描绘。

农村小学美术教师在安排作业时，不放采用女画家的方法，

多多地鼓励、表扬和拍照记录，没有过多的语言来指挥和定论。

最后看到的是孩子们的天真、孩子们自己的快乐，而没有成人世

界强加给他们的条条框框。孩子们沉浸在这样的快乐中，当他们

一张又一张画着自己喜欢的作品时，提醒自己做到少管、少啰唆、

少插手、少评价，多看、多微笑、多赞扬、多收集。

（六）因材施教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特点、风格倾向、内容表现、

情感内容等，如何把每个孩子不同的特点加以引导和完善，使每

个学生的作品都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美感，形成一种良好的个性化

风格，这需要老师的不断引导，当然也要求老师有较高的艺术审

美素养，善于发现并捕捉每个学生个性风格上的闪光点，加以适

当的引导，扬长避短，使其更加完善：

1. 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工具材料

或许就如那位女画家一样，用不被大众所认可的教学方式可

能是长远有利的教学。不能说她一定就是对的，但是这样的趋势

是必然的。当然还是得注重一下教学手段，改变教学形式。

更新工具材料，方能够引发学生学习美术的热情与长久学习

的兴趣。另外也可以允许使用一些与儿童画相关或无关的材料来

进行儿童画绘画，如国画、刮画、水粉、水彩、油画棒、泥巴、

餐巾纸、废品、垃圾等，这样学生在材料的应用上是多种多样的，

学生乐意利用其他各种材料来进行绘画，效果也会变得十分理想，

兴趣也会变得很高。

2. 将孩子们的作品展出去

改变作品的用途，如发挥学校的特色，将画做成各种形式宣

传出去，来提高孩子们学习儿童画的兴趣，增强自信心，促使他

们更好更快得完成一张有自己创新想法的作品，使我们的儿童画

向另一个方面有所发展。

3.“玩”花样

还可以采用儿童画中常用的各种表现方法来做出各种漂亮效

果的方法，如：揉皱发、晕染法、拓印法、版画等绘画形式，老

师与孩子们共同一起探讨的各种手法制作的效果应该很吸引孩子

们的注意力，他们会觉得很新奇，以此让孩子们不会感觉到儿童

画的乏味，增强兴趣。

四、成果总结

绘画是艺术创作的过程，是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引导学生

在绘画中的正确的情感表达，有利于学生在美术创作中展现自己

的艺术才能，创作出生动鲜活的艺术作品。在现实的美术教学实

践中，把感知和表达作为美术学习的核心内容，通过多种形式的

美术教学手段，加强学生对美术作品中情感的理解和把握。通过

不断创作的美术作品，提高学生用绘画的方式表达个人情感的能

力，从而加强美术教育对学生成长和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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