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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美术创作和教学的思考 
曹振华 

（郑州轻工业大学易斯顿美术学院  河南  郑州市  450451） 

摘要：新媒体技术是科技快速发展下的时代产物，在美术创作与教育领域的应用，对构建现代美术教学课堂，具有重要的促进
作用。本文在分析美术创作应用新媒体优势的基础上，提出美术教学应用新媒体技术的路径，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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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今，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渗透与普及，加快信息时代

的到来步伐。作为促进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力量，教育事业与
其他领域相同，都需要科学技术的帮助，来实现创新发展。随
着新媒体技术的崛起，美术教育领域开始出现新媒体元素，并
在美术创作与美术教学中实现合理应用，成为学生学习的辅助
工具。为更好发挥新媒体的应用优势，美术创作与教育领域应
充分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对新媒体技术进行大胆尝试与实践，
不断丰富美术创作与教学内容，提升美术创作和美术教学质量，
推动美术艺术的良好发展。 

一、美术创作应用新媒体的优势 
随着科学技术在艺术创作领域的应用，作为艺术创作中的

重要学科，美术能够利用新媒体技术来突破传统创作模式的限
制，并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来打破艺术各个领域之间的隔阂，
实现创作特征的契合，更好的发挥其创作的潜力。一方面，美
术创作内容包含大量的线条、色彩、图形等形象化的元素，如
果在创作过程中只应用平面化的纸和笔，不能够更好的展现创
作作品的形象化特征，无法触及到更深层次的技术领域。而新
媒体的应用可为美术创作提供丰富的展示载体，在表现形式方
面为美术艺术构建完整的形态，并借助相关工具完成对美术创
作元素的完整展示。另一方面，在美术艺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美术创作逐渐从传统的绘画元素表达中脱离出来，向更加广阔
的领域迈进。而新媒体作为拓展美术创作途径的通道，借鉴与
参考网络环境中丰富的资源。并将其整合内化为美术创作思路，
构建美术创作内容生动多元化的形式，为人们带来更加新颖的
视觉感受，突出美术创作的艺术性与先进性的同时，为美术创
作的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力。 

二、美术教学应用新媒体技术的路径 
（一）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美术教学情境 
美术教学质量的提升需要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思想为依托，

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感受，为学生提供更为广阔
的思考与创作空间，以此来发散学生的思维。同时，兴趣作为
学习的内在动力，在兴趣感召下的学习更具成效。因此美术教
学可将新媒体教师落实到教学实践中，选择与学生学习喜好向
契合的应用途径，利用网络资源、视频影像等辅助教学工具，
来呈现美术创作的思路与创意。同时教师可结合教学内容创设
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在真实情景体验中进行思考，培养学生问
题思考能力的创造意识。例如在学生进行绘画作品创作时，首
先教师可利用多媒体技术为学生播放与创作主题有关的视频、
动画、图片，为学生创作提供思路，帮助学生了解到线条、色
彩、图案在主题创作中的应用方法。使学生能够更加自如的表
现自己的艺术创意，从而增强学生的创作感知能力。其次在学
生完成绘画作品创作后，教师可利用投影仪设备对具有创意的
作品进行展。并利用相关软件对所创作元素进行 3D 播放，让学
生更加立体与直观的看到作品创意所在，为学生提供更加多圆
滑的视听感受，以此来激发学生创作热情。教师还可利用相关

软件去放大学生作品，更为形象的透视绘画作品，完成对细小
创意元素的讲解，提升学生的整体认知。 

（二）应用多媒体技术加强师生互动与沟通 
新媒体技术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不但可以应用到学生绘

画创作中去，还可以应用到师生互动过程中去。新媒体技术能
够突破时间与地点的限制，让美术教学在学生课外生活中得到
延续，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艺术氛围，增强学生艺术创造的意识。
例如教师可在网络中创建线上学习平台，并在课程实施之前，
将课程重点内容制作成 5 分钟左右的教学微视频，引导学生进
行观看，为学生课前预习提供更加专业的指导。有助于将课本
知识更加形象的展示出来，并为学生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引
导学生针对教学重点进行艺术构思，更好的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同时，教师还可在线上学习平台中为学生设置美术课后作业，
引导学生挖掘生活中的因素元素，并将其应用到创作中，体现
美术创作内容的结构的完整性和形象性，帮助学生获得更多的
创作灵感。教师还可对学生创作过程进行监督，发现学生存在
的创作思路问题，并在平台中及时与学生进行沟通，解决学生
存在的学习困惑与问题，提升学生的创作能力和艺术表达能力。 

（三）利用网络资源拓展学生专业视野 
新媒体技术在美术教学中应用，不但能够增加教学内容的

生动性和直观性，还能够拓展学生的创作思路与专业视野，为学
生提供更为丰富的教育指导。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美术作品的
创作能够与最新艺术研究成果相结合，体现出艺术创作的时代感
和创新性。例如学生在进行“花卉”为主题的绘画创作时，教师
就可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网络中查找有关植物的艺术作品。
并对其构图、色彩使用、创作手法进行分析，学习更多绘画技巧，
来完善自己绘画创作结构。还可寻找与自己创作思路相吻合的作
品，在对比与分析中找到自己创意的新颖之处，增加学生的创作
信心，带给学生全新的学习体验，从而进行全新创意的应用，创
造出更多不同于先人创作思路的美术绘画作品。 

结语 
总而言之，新媒体技术在美术创作与教学中的应用，需要

创作者重视对新媒体类型的选择，并开展丰富的教学实践活动，
来加深学生对艺术知识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发挥
出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优势，推动美术艺术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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