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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美术课堂图像识读的教学路径分析 
蔡雨浩 

（张家港市东莱小学  江苏省张家港  215627） 

摘要：在新课程标准不断深化改革的形势下，教育部门愈发注重学生在美术、音乐等其他课程中的学习与发展。其中图像识读

能力作为小学生必须具备的美术核心素养技能之一，对小学生日后个人均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需要小学美术教师从多个角度着手

渗透学生图像识别能力的培养。本文分析了小学美术课堂图像识读的教学路径，围绕着观看、识别、解读三个要素分析了具体的实

践教学策略，旨在为学生美术图像识读能力的培养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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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术图像识读能力指学生对某个美术作品进行观察、识别、解

读后，了解作品中传达出的思想情感及中心思想。但在传统美术教

学中大部分教师只局限于简单的绘画课程，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学

生美术思维的全面发展。基于此，在新课程标准下优化学生的图像

识读能力时，教师应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带领学生深入剖析美术作品

代表的内涵和价值，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熏陶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和

美术素养，切实提高小学美术课堂教学的效率与品质。 

1 技术融合，提升学生观察能力培养 

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图像识别能力时，可以通过观看

的方式帮助学生奠定良好的艺术鉴赏基础，这也是每位学生都应具

备的基本技能之一。在小学美术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及时转变传统

单一的教学模式，避免过度关注绘画技巧及相关理论知识的讲解，

而是利用多媒体课件带领学生基于整体角度观察美术作品的造型、

色彩等要素，同时鼓励学生认真思考作品中涉及到的美术知识及原

理，从而通过观看的方式吸引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注意力，以潜移

默化的方式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自主意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美术

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在观看过程中，教师还需要鼓励学生将看到

的内容进行科学表达，以此有效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概括能

力。例如，教师组织学生学习《门票设计》这一课时内容时，需要

基于门票设计带领学生接触简单的版面设计，以此有效激发学生的

创新性思维。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向学生

展示形式多样的门票设计，如演唱会门票、游乐园门票、剧场门票

等形式。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认真观察每一种门票的特点

及形式，如动物园门票中印制了多种不同的小动物，且颜色也较为

鲜明；游乐园门票则涵盖了摩天轮、旋转木马等游戏项目。与此同

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认真观察主券、副券、存根的比例等细节，

要求学生认真思考门票这样设计的目的。最后，教师可以组织学生

以小组为单位共同设计一张门票，而门票设计的主题由学生自由选

择，既可以是生活中常见的演唱会门票、动物园门票，又可以是虚

构的个性化门票，真正为学生提供一个充足的自主实践平台。在这

种教学模式下学生不但能浏览到形式多样的美术作品，还能将其付

诸于实践，亲自体验美术作品的创作过程，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美

术素养水平，促使学生在观看过程中逐渐形成良好的艺术鉴赏能

力。 

2 鉴赏提升，提升学生识别能力的培养 

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图像识别指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

通过观察美术作品能确定其来源、材料以及技巧，但这种能力对小

学生而言具有一定的难度。这就需要小学美术教师及时突破传统教

学模式的局限性，不断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眼界，通过扩大艺术鉴赏

范围来锻炼学生的作品识别能力，并为后续美术课程的学习奠定良

好基础。例如，教师在讲解《青花瓷》相关内容时，可以在课堂导

入环节向学生播放歌曲“青花瓷”，帮助学生快速进入课堂学习状

态的同时促使学生对青花瓷有基本了解和认知，以此为学生识别能

力的培养创造良好的先决条件。在正式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依托

于多媒体课件向学生展示青花瓷的罐、碗、瓶、壶、杯等多种形态，

并要求学生认真观察青花瓷的造型、花纹、色彩等要素，促使学生

大体了解青花瓷的基本信息。其次，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完成后续

识别、鉴赏活动，鼓励学生鉴别青花瓷中的花纹或图案，从而有效

增强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和识别意识。最后，教师还可以向学生展

示其他美术作品，确保学生能根据作品的绘画特点或内容识别作者

即可，这也是培养学生图像识别能力的基础环节，有助于整体提高

学生的美术素养。 

3 内涵提升，提升学生解读能力的培养 

在小学美术教学中提高学生的解读能力时，应带领学生深入挖

掘美术作品中传递出的意义和内涵，尽可能从思想层面上明确美术

作品的核心主旨。解读既是学生图像识读能力培养的关键环节，也

是小学生最难以掌握的技能之一。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而言，其在

年龄限制下尚不具备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因此在解读某些

美术作品时很可能无法理解其中蕴含的深刻价值，而知识层面的限

制又会影响小学生理解作者传递出的思想情感以及高超的美术绘

画技巧。基于此，在小学美术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图像解读能力

时，教师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与精力，在观察、识别能力培养的基础

上深化学生的作品解读能力。例如，学习《戏曲人物》这一章节时，

由于其中涉及了大量京剧内容以及中华传统文化要素，学生很可能

因阅历有限而无法理解教材中的内容。而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向学

生展示形式多样的人物脸谱，促使学生对不同戏曲人物的妆容、穿

着打扮有初步了解和认知，同时有效提高课堂教学的活跃性。其次，

教师还可以在每张脸谱中备注学生熟悉的人物名称，如红脸的关

公、黑脸的张飞等学生感兴趣的人物角色，以此有效激发学生学习

后续内容的兴趣，帮助学生更好地解读不同脸谱背后代表的含义，

进而有效提升学生的美术核心素养水平。 

结语 

基于美术核心素养背景，教师在小学美术课堂中培养学生的图

像识读能力时，应为学生提供相对自由的自主学习平台，从观察、

识别、解读三方面着手提高学生的美术核心素养以及图像识别能

力，促使小学生在成长初期阶段就具备良好的审美意识，进一步推

动小学生的全面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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