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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学生养成教育在小学美术课堂中的实施途径
张海燕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双语学校，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习惯是养成教育的产物，它往往起源于看似不经意的小事，却蕴含了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巨大能量。素质教育背景下，作为

一名小学美术教师应转变教育理念，将养成教育渗透于日常教学之中，运用多种方法、从多个角度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

为小学生的终身发展“系好第一粒扣子”。结合执教经验，本文就学生养成教育在小学美术课堂中的实施途径进行如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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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我们就认知到习惯的力量，素质教育更是强调为学生的

终身发展打好基础，美术教育的高度实践性，为培养学生的学习

习惯与生活习惯，提供了内容基础和实践基础。小学正是学生养

成良好学习习惯与生活习惯的关键时期，美术教师应深谙学生养

成教育之道，采用多种途径将养成教育渗透于日常教学中。

一、小学生养成教育的意义

小学生养成教育，是一种以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为导向的

教育理念。具体到小学美术教育中，养成教育的意义在于，通过

美术学习帮助小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行为习惯、学习能力、

创新精神，为小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

二、小学生养成教育的研究步骤

美术教师作为养成教育的直接实施者，应博览群书，认真研

究小学生养成教育的内涵和方法，从理论方面打好基础。

将理论付诸于实践的首要条件，是小学美术教师对于学生思

维发展模式和行为模式的了解。为了深层次了解学生情况，美术

教师可以通过课堂观察、师生访谈、调查问卷等形式收集相关数据，

然后通过一定的工具将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分析、统计的结果。

小学美术教师可以按照学生的年级段进行分组，针对高、中、

低三个年级段进行跟踪调研，然后将养成教育结果进行分析，从

而找到每个阶段学生最适宜的养成教育模式。

积极探索新的养成教育方法，不断对教学设计、课堂实施、

学生反馈进行总结，不断带给学生新的学习体验，同时也给学生

树立勤于思考、钻研创新的榜样，用言传结合身教，帮助学生培

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三、小学生养成教育在美术课堂的实施途径

（一）绘画过程，渗透行为习惯教育

 良好的行为习惯是人们提高生活质量与工作质量的必要保

证，绘画的高度实践性为小学生行为习惯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实

践载体。

1. 收纳习惯的养成

小学美术课程涉及不同的绘画方式教育，不同的绘画方式所

使用的画具具有很大差距。故而，一般情况下每一节美术课所使

用到的工具和画材都会有所不同，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亲手对

画具进行整理和保存，培养学生的自理能力和收纳习惯。每每使

用完上色工具之后，教师应引导学生按照色相，将其放入到相应

的位置，从而令绘画工具的摆放保持有序性。

如此，既能够为下次课堂的使用提供方便，又能够在长期的

训练中培养学生的规律感，令学生思维条理清晰。清晰的思维，

可以帮助学生提升生活自理能力和学习能力，美术教师应将养成

教育应贯穿于整个美术课堂中。为了促进学生收纳绘画工具的条

理性，美术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示范，让学生照着做，并及时纠

正学生收纳的不妥之处。

2. 环保行为习惯的养成

纸张是学生学习绘画消耗最多的材料，这种消耗有时候是必

要的，但有时候也是可以减少的。小学生正处于初步接触绘画的

阶段，控笔能力和构图能力还不强，“画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一般来说，如果哪一笔画的不满意，小学生第一反应就是撕

掉重新画。这个时候教师就可以鼓励学生将错就错，在“画错”

的基础进行再次构思，化败笔为神奇。

如此，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珍惜纸张的行为习惯，也可以让学

生通过实践，体会到画无定法的创作理念，提升学生的绘画素养。

3. 卫生习惯的养成

绘画过程中往往充斥着大量的调色工作，成年人尚且难以保

障不将颜料蹭到别处，小学生更加容易在使用颜料的过程中污染

到画具和教室。绘画教师应督促学生，及时对洒落的颜料进行清理，

日积月累之下便能帮助学生养成卫生的绘画习惯，也促使学生形

成卫生的生活、学习观念。

4. 安全意识的培养

美术课堂中有时候会用到裁纸刀和剪刀这类容易伤到学生的

工具。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提醒学生在使用过程中注意安全，

以及提醒学生不能将裁纸刀和剪刀对着别人，以免发生危险。其次，

小学美术教师也可以将安全教育拓展到学生的生活中，帮助学生

树立安全意识。

（二）欣赏课，帮助学生搭建思维桥梁

现代教育学研究证明，小学是人类理性思维的重要发展阶段。

小学美术本身是一门能够带给学生丰富视觉体验的课程，为学生

理性思维的发展提供了内容之便，小学美术教师可以通过美术欣

赏课，帮助学生搭建起艺术欣赏的感情思维到理性思维的桥梁。

美术作品带给学生的色彩与造型的视觉刺激是具象的，而其所传

达的思想内涵却是抽象的，通过不断的美术作品欣赏训练，不仅

能够培养学生的美术鉴赏能力，同时也能够刺激学生感性思维与

抽象思维的共同发展。

例如：在教授《对称美》的相关知识时，小学美术教师可以

首先引导学生对画面的整体视觉感受进行描述，激发学生与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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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感情交流。

第二步，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作品的用色、布局进行分析，

培养学生鉴赏能力的同时，也为学生的创作提供绘画技术的积累。

第三步，美术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画面所传达的艺术思想进

行分析，这是激发学生抽象思维的关键步骤。教师可以针对画作

引导学生进行一次小头脑风暴，让学生举出画作中的对称结构传

达给人怎样的感受。此外，美术教师还可以提问学生：“如果此

处采用不对称结构，会带给人们怎样的艺术感受？”从而令学生

慢慢发现对称结构带给人们整齐、平衡的视觉享受。

最后一步，美术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发现日常生活中拥有对称

结构的物品，比如剪刀、蝴蝶、小鸟的翅膀等，慢慢打开学生的思路，

引导学生从欣赏绘画美，到欣赏生活美。进而帮助学生将生活事

物与美术创作结合起来，理解美术创作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的

艺术理念。

经过对绘画作品的欣赏和对生活事物美的探索，就将学生对

美术的直观感受与艺术理念结合起来，日积月累之下，学生感性

思维与抽象思维能力将会得到一定的提高，为学生感受美、创造

美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临摹课，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临摹是美术必要的学习方式，通过临摹可以培养学生的作品

分析能力和绘画技法。名家绘画作品从构图到运笔，再到意境与

感情表达，各个方面都十分优秀，学生可以从中吸收到丰富的营养。

虽然临摹课有诸多的好处，但是其局限性也是不可忽视的。

名家作品多为成年人所作，作者与小学生对事物的欣赏视角

有着天然的差距，这就造成小学生难以理解作品所传达的思想感

情，易临其形，难摹其神。

小学生的思维天马行空，相对于模仿，他们更喜欢创造，将

他们的思维和笔法规范到绘画技巧里面，对他们来说是十分枯燥

的，也利于培养学生在绘画方面的创造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教师可以借助现代化的多媒体技术，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第一步：借助课前作业，帮助学生理解作品感情。现代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扩宽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美术教师可以将收

集绘画背景和作品赏析作为课前作业，从而让学生在收集的过程

中对需要临摹的绘画作品有初步理解。

第二步：课堂导入，活跃气氛。经过课前的预习准备，学生

对需要临摹的作品既有感悟，也会有疑问。美术教师就可以利用

课堂导入环节，与学生就绘画作品展开讨论，帮助学生解决疑问

的同时，也快速帮助学生做好临摹的情绪准备。

第三步：课堂教学，训练学生绘画技法。进入正式的临摹教

学，美术教师可以让学生借助手指为作品打一打虚拟的网格，引

导学生自行发现其构图特点，让发现的乐趣冲淡临摹的刻板。同时，

美术教师还可以与学生讨论绘画作品中的笔意和线条技巧，引导

学生自行分析作者的绘画技巧。比如，松树和山石国画的常用元素，

里面包括了多种皴法，美术教师可以提问学生：“为什么画山石

用斧劈皴，而松树要用鱼鳞皴呢？这两种皴法在表现事物质地方

面有什么特点？”

第四步：作品评价，开拓学生思维。在作品评价环节，美术

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将临摹作品上传到智慧课堂系统，与学生一起

进行讨论。传统的临摹评价，以讨论学生临摹的准确度为主，美

术教师可以将讨论的重心适当转移，将学生的技法和思想传达作

为主要讨论对象，视学生的临摹情况进行点评，而不必拘泥于学

生作品是否准确地对样稿进行了复制。

（四）绘画昆虫，激发创新精神

我国的著名绘画艺术家齐白石曾说，绘画作品“太似为媚俗，

不似为欺世”，可见对于绘画创作来讲，对事物细致入微的观察

与创新同样重要。大自然中鲜活的昆虫是小学生的挚爱，也是各

种画法的画作中常用的元素，教师可以通过训练学生绘画昆虫，

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

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屏幕让学生对七星瓢虫的各个姿

态进行观察，引导学生总结其外形特点与动作特点。

首先，教师可以让学生对瓢虫的正面进行观察，提问道：“如

照片所示，七星瓢虫的身体正面呈现出圆形，颜色十分艳丽可爱，

上面还有圆形星点图案作为装饰，你们数一数，有上面有多少个

可爱的小星点呢？”

接下来，美术教师可以引导调整画面，为学生展示七星瓢虫

的侧面图，并让学生观察其身体的侧面呈现的形状特点与花纹数

量。此时，学生对于七星瓢虫的外形特点有了一定的了解，教师

可以增加观察难度，为学生展示其飞行图，让学生脑海中的七星

瓢虫鲜活起来。

摄影角度不同，表现出的七星瓢虫姿态也不一样，在观察过

程中，教师要根据拍摄角度的不同，引导学生注意所表现的形态、

星点数、翅膀形状、足数的差异。

待到学生提笔绘画，教师可以让学生自选角度为七星瓢虫进

行画像，并引导学生思考，是否可以借鉴齐白石画虾的过程，对

其足部数量进行艺术处理。

如此，学生创作出来的绘画作品就不再是对其肖像的直接勾

勒，而是在其肖像特点的基础之上进行了艺术加工，为小学生进

行绘画创作埋下艺术创新的种子。

四、结语

绘画课程是动态的，包括作品欣赏、临摹、创作等多种实践

活动，这些艺术实践既是对美的欣赏，也是对美的创造，小学美

术教师应引导学生在绘画实践中养成良好的习惯，促使学生能够

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让美贯穿于学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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