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8 Vol. 4 No. 03 2022理论热点

小班化背景下多元开放式美术教学初探
梁　娟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新课程背景下，倡导尊重小学生的个体差异与学生需求，因此，小班化教学模式应运而生。而开放式教学的核心是以学生的

发展为本，其都有着相似的出发点。开放式小班化美术教学是自由而不放任，教师引导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学习知识，提高素养，升华情感，

对学生个体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美术课堂教学中教学方法多种多样，也各有特点，“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我们在教学

中如何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学生个性发展和美术核心素养的提高，这值得每一位美术教师细细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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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教学是指以知识教学为载体，把关注人的发展作为首要

目标，通过创造一个有利于学生生动活泼、自主的教学环境，提

供给学生充分发展的空间，从而促使学生在积极主动的探索过程

中，各方面素质得到全面发展。新课程背景下，为切实尊重小学

生的个体差异，发展学生的个性，以探索“学为中心”的小班化

教学模式应运而生，开放式小班美术教学也成为培养美术核心素

养的催化剂。

一、美术教学空间上的开放

室内的美术课堂于教学者来说并不陌生，而教室外进行的美

术课则是打破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教学更具有灵活性，学生

所接触的知识面也更加宽广，教学形式更加多元化。小班模式下

学生人数较少，较大班而言，老师能更好地关注到每一个学生，

很多美术活动也更容易开展。因此，笔者对小班化教学空间上的

开放做了一些尝试与思考。偶尔带领孩子走出教室，能让学生沉

浸于对某一知识的学习，激发学生主动探索知识的欲望。

（一）亲近大自然，引导学生自主观察

近代著名画家黄宾虹先生曾经说道：“作画当以大自然为师，

若胸有沟壑，运笔便自然畅达矣。”在上二年级下册《树上树下（一）》

时，笔者便合理运用学校的资源，校园里树木种类丰富，每一棵

树上都挂着一个精致的小牌子，上面不仅有树名，还有对该树的

介绍，何不巧妙结合，带孩子来一次校园树木之旅呢？对大自然

的自由向往是孩子们的天性，走出课堂、观察树木、亲近自然的

学习方式，会给孩子们带来全新的感觉。孩子们悄悄跟笔者说：“以

前就知道各种各样的树名，今天发现每一种树都有各自的特征啊！

太神奇了！”有的学生兴奋地说：“你们看，它们的生长姿态也

不同呢！还有树干上的肌理和颜色，多么丰富啊！小叶子的形状

和颜色也不一样。”学生们有了近距离的观察，内化了对树木的

认识，笔者“将计就计”，让孩子们在校园里写生，孩子们表现

出来的作品远比在室内欣赏树木图片后表现出来的作品来得生动、

有趣。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教师在教学中有意识、有计划地培养孩子的观察力，正确地引导

孩子观察的方法，既能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更为后期的创作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亲近自然的教学还有很多，比如《美丽的

园林》这一课，学生来到学校的御水亭进形观察、写生。春游时，

学生带着图画本去公园里写生姿态各异的花儿。另外，学生们还

会带着老师提前布置的问题，走进社会实践中，真正做到在实践

中学有所获。

（二）食堂里让思维跟着味蕾一起跳舞

“闻一闻食物的味道，再品尝一下，每一道菜的味道一样吗？

如果想要把美味留下来，有什么方法呢？”刚好借着学生们用餐，

笔者把《画味觉 画嗅觉》这一课的问题抛给学生。学生用餐的同时，

带着老师的问题思考，不同味道的食物原来可以用不同的美术造

型元素去表现啊！另外，孩子们吃水果时，笔者会先对自己的水

果略施“魔法”，让学生们开启对水果的想象，学生们非常开心，

每一天都有所期待。甚至有一些学生能有更加新奇的点子，思维

伴随着水果的外形、颜色不同，也在跳跃着、飞舞着，激发了学

生的想象。艺术来源于生活，抓住教育的契机，孩子们十分愿意

主动探索，尝试找到与众不同的创意。

二、美术教学形式上的开放

（一）自主学习，学生来做小老师

《美术课程标准》中指出：“对于 5-6 年级和中学的学生来

说，从‘多角度’进行美术欣赏，是一个更高的要求。随着学生

知识面的扩大，让他们了解一些‘多角度 ' 欣赏美术作品的方法，

并从这些方法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就能够让他们体验到美术

欣赏活动有乐趣但也是有思想深度的一种学习探索活动。”在 5、

6 年级的每一节美术课课堂前 5 分钟，笔者先带着学生从作品的

美术语言到作画的艺术家亦或是有关作品的文化背景或历史研究

等角度欣赏美术作品。学生总有其感兴趣的点，这样带着学生欣

赏几幅作品后，笔者就把作品赏析的任务分配给每一位学生，让

他们回家自己搜集资料和图片，做成幻灯片的形式，能多角度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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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美术作品，并在美术课上做小老师，带着其他学生一起学习。

如果其他同学有疑惑，可以一起探索问题并解决问题。日积月累，

孩子们眼界越来越开阔，他们不会再认为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是随便乱画，不再认为蒙德里安的作品是简单的色块，而是更深

入地对作家，甚至画派以及表现作品时的背景有了一些了解，培

养了学生一定的文化理解素养，提高了学生审美判断能力。“在

视觉文化占主导的今天，认知与审美都离不开视觉教育的核心——

美术教育，而美育对人的精神层面的陶养，在帮助人们更好地、

更个性地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也推动着整个民族、国家、

社会文化传统的更新与进步……”

（二）分层作业，关注个体差异

在小班化美术教学中，笔者发现统一提出要求，布置美术作

业，大多数学生能完成，但是小部分学生抓耳挠腮，总是下不了笔，

就算硬着头皮完成了，结果也不理想。后来，笔者慢慢地总结方

法，想出给孩子布置分层作业。比如在上《乘车印象》时，能力

强的孩子可以根据自己带的图片，或者根据自己的回忆画出作品，

但是能力弱的孩子不太会表现，笔者在画范画时也考虑到这一点，

在黑板上画了简单的线稿提供给能力较弱的学生参考，对他们适

当降低要求，只要他们能大致照着老师的范画画出来，就及时鼓励，

如果还有时间再进一步深入。小班不同于大班，老师可以关注到

每一个孩子的情况。学生作业时，老师可以给每一个孩子提出建议，

这时候，对于能力不同的学生，指导方向也不同。能力较弱的孩子，

从构图造型上指导，而能力较强的学生，更多地是引导他们探索

如何用色以及把画面表现得更加丰富等。

（三）合理分组，突出个性

学生分组、小组合作在小班化中已经是比较普遍的形式，不

能为了分组而分组。于是，笔者先了解每一位学生，根据学情的

不同，学生能力的不同安排座位。美术活动中，能力强的同学带

着能力较弱的孩子一起思考，一起动手制作，分工时，可以引导

孩子根据自己的能力领取小任务，有的孩子在完成基础任务时，

再进行进一步的提高。每一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笔者发现不

是美术表现弱的孩子其语言表达就有问题，也不是所有美术表现

突出的孩子，他们的语言表达就精彩。结合每一个孩子的特点，

在学生评价作业时，笔者会给不同孩子机会。绘画及手工一般的

孩子，但他语言表述得非常精彩，我们为何不能让他展示自己的

优势呢？美术素养不仅指美术创作表现，而是多方面的，能用丰

富的语言评价一幅作品，也是素养之一。不同学生不同角度，既

有肯定又能发挥所长。希望每一个孩子在美术课中都学有所获，

学有所感，学有所乐。

三、美术作业材料上的开放

“下节课，我们要动手制作，表现立体的蔬菜，请大家在今

天观察的基础上，想好自己下节课做什么蔬菜，并思考适合表现

其外形、颜色、质感的材料。”笔者在临下课前嘱托全班学生，

并举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但是笔者鼓励学生大胆想象，可以

用我们平时用不到的材料。新一周的美术课，笔者发现有位学生

带了一次性筷子、细铁丝、胶枪、卡纸等材料。问她准备做什么，

怎么做，她把她的想法与笔者做了分享，并告诉笔者她是运用了

科学课学到的一些方法。孩子主动探索的同时，融会贯通。其他

孩子也从这件事上得到了启发，原来只要善于发现、善于思考，

生活中处处都是惊喜。

美术课堂中的绘画还局限在画纸上吗？在近几年的教学以及

课堂观摩中，笔者受益匪浅，丰富有趣的材料，能够激发学生的

创作欲望，呈现出来的作品更达到了生动、引人注目的效果。在

小班化美术课堂中，笔者尝试用玻璃纸、锡箔纸来执教《门 窗 墙》

的第二课时——五彩斑斓的窗户，玻璃纸上五彩斑斓的颜色和生

动有趣的图案，再加上深色的窗户边框，一扇扇逼真的小窗户展

现在眼前，加上锡箔纸的衬托，哇，我们的窗户仿佛被阳光照耀着，

那么晶莹剔透，学生们爱不释手。

我们还会用水彩笔在画纸上表现《风景如画（一）》的作品

吗？一再琢磨，笔者决定引导学生尝试用超轻粘土来创作，近景

的细节刻画以及近景、中景、远景的层次，色彩的变化，学生表

现得出乎笔者的意料。粘土特殊的质感，很容易做出肌理效果，

画面有了丰富的层次变化。学生每一周都非常期待美术课，在面

膜纸上画脸、用敲树叶的方式来染布、用粘土和棉花来创作火山

爆发……开放的材料，不仅给学生带来了乐趣，更是对学生创意

思维的激发，他们经常会围着笔者分享一些新颖的美术创作点子，

寻找合适又有趣的材料来表现一个主题的作品，对学生想象能力、

审美能力的培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叶澜曾说过：“教育的魅力，应从创造中去寻找。”开放式

小班化美术教学值得且需要探索的地方还有很多。作为教师，应

合理创造教学方法，灵活运用适当的教学模式，给予学生更加生

动的课堂，激励、唤醒学生特有的个性，不断发展、全面提高学

生美术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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