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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背景下小学美术课堂教学模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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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 世纪是信息技术的时代，各行各业均已经开始信息化改革并取得了傲人的效果。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小学美术也应该紧

跟时代潮流，运用信息技术让小学美术课堂变得更加新奇、有趣，优化课堂教学质量，给学生们带来焕然一新的美术教学，让他们从小

爱上美术，并通过美术学习成为一个个充满艺术气质的小才子和小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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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信息技术为前沿，拓宽课前资料寻找渠道

在过去的教学模式中，学生在预习的过程中想要搜集资料

只能去图书馆寻找，但是由于艺术类的书籍受众面太窄，图书

馆里边的相关书籍也不是很多，所以经常会出现学生找不到自

己想要的资料的情况。信息技术的出现则可以有效改善这一问

题，学生在预习阶段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去网络资源库中寻找，

不仅可以搜到大量文献资料，还可以下载一些图文并茂的优质

美术教学课件，同时还能下载一些课程相关的音频、视频、图

片等，再也不用拘泥于教材内容的限制。除此之外，由于视频、

图片等教育资源的直观性更强，这一点和小学生的身心发育和

认知规律相符合，他们的具象性很强，视频、图片等比文字更

容易理解，这能大大降低小学美术对于学生的学习难度，从而

使得教学效果获得较大提升。

例如，教师在带领学生学习《对剪花样》这一节课的时候，

为了让本节课的学习难度降低一点，并让学生在课堂活动中能养

成自主学习的习惯，教师可以为学生布置预习作业，让他们自己

提前上网自己搜索相关的视频，根据视频自己先试着剪出一些形

式各样的剪贴画来，第二天带到课堂上比比看谁的最漂亮。

二、以信息技术作媒介，调动多方位感官启迪思维

就小学阶段的学生而言，他们对于一门课程的喜欢与否大多

取决于他们对这门课程的学习体验，如果学生在课堂学习的过程

中认为这门课程很有意思，那么他就会热爱上这门课程，之后会

配合教师的教学节奏好好学习；如果他们认为这门课程很无趣，

那么他们便会在课堂上摸鱼浑水。因此，为了能够取得更好的教

学效果，美术教师一定要以有趣的内容和新奇的方式赢得他们的

青睐。基于此，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一些集视频、音频、灯光、

色彩于一体的美术教学课件，在上课的时候先利用有趣的课程内

容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之后利用视频、音频、灯光、色彩等刺激

他们的各个感官，给他们带来耳目一新的别样美术教学，从而让

他们在高昂的情绪下进入更理想的学习状态，促进小学美术课堂

教学效果的提升。

例如，在带领学生学习《京剧与美术》这一课的时候，在课

堂伊始我便先为学生播放了一段川剧变脸的视频，视频里的京剧

演员随着背景音乐的鼓点变换着一张张的脸谱，学生们纷纷被其

高超的技艺和京剧脸谱的美感所震慑，在看完之后发出不绝于耳

的赞叹。趁着他们在底下议论纷纷气氛活跃的时候，我又为他们

讲了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一生的传奇故事，借助课前做好的 PPT

中优美的音乐，将他们的思维带入了梅兰芳先生的一生。之后自

然地进入到今天的讲解内容：京剧与美术，学生们很配合我的工作，

课堂教学效果出人意料得好。

三、以现代信息技术为音，增强学生艺术感知

美术作品是作家多年来生活、情感经验的总结，具有很强的

艺术性。教师在美术欣赏课教学中，要注重教学内容的艺术性，

在课前精心筛选教学内容，并依托信息技术的优势，灵活处理这

些内容，使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

如在《质朴的农民》一节教学中，教师可利用多媒体给学生

播放反映农民日常生活的照片，尤其是那些在田间劳作的特色照

片，让学生感应蕴藏在底层劳动人民群众之间的艺术性，还适当

扩充教学内容，如引入南方和北方农民劳作内容不同的对比，让

学生更全面地了解我国农民的生活。为了提升教学有效性，教师

还可给学生讲述农业的起源，找寻一些反映古代农民生活的画作，

让学生鉴赏这些作品，可从线条、色彩、构图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与此同时，教师也可引入外国现代化全自动农业的图片和画作，

让学生以同样的方式分析图片内容特征。此外，教师也可让学生

讨论“未来的农业”，鼓励其发挥想象力绘制相应的图片，并介

绍其主要设想，利用这种方式锻炼他们的想象力，让他们能够以

更加天马行空的方式思考问题，从而使得他们的艺术性思维获得

有序化培养。

四、结语

时代的进程一刻不停，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随着越来越好，

有很多家长已经认识到艺术素养和想象力对于孩子的重要性，因

此，我们可以将信息技术引入到教学之中，为学生带来不一样的

美术课堂，在美术课堂中放飞自我。总之，想象力才是最大的发

展力，我们要利用信息技术帮助孩子们打开脑海中的那扇窗户，

在他们的天空里华夏绚烂的彩虹，为他们的未来的长远发展打下

坚实的艺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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