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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艺术理论基础课程信息化教学实践
姜晓华

（内蒙古阿荣旗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内蒙古 呼伦贝尔 162750）

摘要：当前网络及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信息化手段在中职工艺美术专业教学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工艺美术

专业教学的改革，同时对于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也起到了巨大的指引作用。基于此，本文就信息化手段在中职工艺美术专业艺术理论基

础课程教学中的实践应用做了探究，旨在为广大中职艺术教育者提供一些良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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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理论基础教学作为工艺美术专业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

都是一个教学难点。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往往采用说教式和填

充式的教学方式，使得学生只能被动和机械地接受理论知识灌输，

极容易让他们产生抗拒和厌学心理，更不利于教学效果的提升。

对此，专业教师应当不断革新自身的教学观念与方法，依据社会

及教育发展形势，将学生的实际以及发展需求当作教学的切入点，

加强信息化手段的教学渗透，进而在丰富教学内涵的同时，让学

生学习的自主性得到充分调动，为其艺术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提升

奠基。

一、教学资源信息化

教学资源作为学生学习以及教师教学的依据，是艺术理论技

术教学的根基所在。然而，由于中职学生的思维尚处于懵懂的发

展阶段，这使得他们在面对较为抽象的艺术理论教学资源时，常

常显得较为吃力。因此，教师可将图片、音频、影像等信息化资

源渗入于教学中来，促使学生的听觉、视觉等感官得到极强的刺

激，进而深化其学习体验，促使他们学习的自主性得到良好调动，

进而实现教学有效性的提高。例如，在讲授“世俗人物画”的知

识点时，教师可展示《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老子出

关图》《农耕图》《圣母玛利亚图》等古今中外的人物图片资源，

指引学生对图中的人物衣着、动作、形态等进行观摩，并与他们

一同分析以上图片资源的风格、题材、构图形式、异同之处等。

如此一来，不但能实现教学内涵的丰富，同时也能够扩展学生的

艺术及文化视野，促使其审美和艺术素养均得以有力提升。

二、教学平台信息化

信息化背景下，艺术理论基础教师应当积极拓展教学模式，

依据网络及信息技术之便，构建信息化以及科学化的教学平台，

打破艺术教育现实壁垒，实现教育的信息化延伸。当前，手机在

中职学生学习和生活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专业教师可从学生

实际出发，积极构建移动式的艺术理论基础教学平台，进而让艺

术理论基础教学更具人性化特征，激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提

高教学质量。例如，教师可依据微信软件，创建公众号形式的教

学平台，将一些教学资源注入到公众号当中，指引学生进行自主

观看、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并且利用公众号的统计与评价功能，

掌握学生的学习实情与进度，了解其所面临的学习难点，进而采

取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课堂教学措施，切实提高教学互动性、开

放性和有效性。与此同时，教师可将信息化平台作为教学依托，

对章节知识要点加以概括和归纳，并将其制作成精简的微课视频，

然后分享到平台之上，指引学生进行巩固性地再学习，实现教学

难点的突破。此外，教师还可依据 QQ、微信群，定期性地与学生

展开与艺术理论基础相关的话题讨论，并对他们的做出正向化的

点拨与指引，增进师与生情感的同时，促使他们能够更加便捷地

掌握到艺术理论基础课程的知识要点。

三、教学活动信息化

在信息化教学实践中，艺术理论基础教师不但要重视理论新

知的传授，同时更要积极开展教学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学生

实践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促使其在未来取得更高层次的发展。例如，

教师可将艺术竞赛活动引入于教学中来，指引学生以活动的方式

将所学的新知加以实践，进而深化其专业认知，逐步培养其专业

实践和创新能力。首先，教师可在班内组建多个艺术小组，组内

既要包括优秀生，也要有潜力生和中等生，以此来构建相互学习、

相互分享和共同提升的堂环境。然后，教师可牵线学校领导举办

诸如“艺术理论课件设计大赛”“艺术理论讲课竞赛”等活动，

并指引各艺术小组协力准备与参与。同时，还要引入一定的奖励

机制，促使学生求知、合作以及创新意识得到良好地培养，进而

将立德树人目标践行于实处。

四、教学考核信息化

教学考核是艺术理论基础课程教学的重要环节，能够检验学

生学习及教师教学效果，促进教学针对性的提高。新时期，教师

可将教学考核与信息化手段进行深度融合，实现对教学过程的有

效掌控。例如，教师可依据移动信息平台，指引学生用手机浏览

和作答试题，并根据结果，及时与学生展开教学互动。同时，教

师可参考学生在线作答的成绩，运用沟通软件，对其进行层次化

和个性化的辅导，让他们都能获得良好知识收获，切实提高教学

效率。

五、结语

总之，艺术理论基础教师应当实现自身教学观念由旧向新的

转变，将信息化手段与专业教学进行深度融合，发挥其辅助教学

的作用与优势，创设趣味性、实效性和互动性兼备的课堂环境，

进而让学生的艺术素养及综合能力得到充分有效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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