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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美术课堂学生综合性学习能力的培养 
周元春 

（江苏省淮安市外国语实验小学  江苏淮安  223001） 

摘要：在小学美术课堂教育中，教师对于小学生的综合性美术学习能力的栽培极为重要。因此，教师施行的教学方法和措施也
是丰富多元的，不可以把其直接理解成增强美术教学中的审美观赏课，而是要把这项学生的美术综合性学习能力培育融于美术基本
理论学识和绘画等技巧中去，在锻炼美术技巧方面时，也要坚持锻炼小学生的艺术文化素养和个体美术综合技能，以待帮助小学生

有效形成一定高度的审美认知和艺术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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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目前，国家青少年的艺术教学是提倡要经过教师的艺术
培养和设计的艺术实操环节来对小学生进行实训，以待熏陶小学生

的崇高道德品质，帮助学生建设正确的审美思想和审美趣味；坚持

学会和理解一定程度上的艺术基本和初步美术技巧；深化学生热爱
祖国的思想和民族自信心，推动学生个体的道德品质和智商等方面

的全方位进步。美术才能如同推测才能和道德思想，是必须教师对

其进行开发、指导和锻炼的，美术教育目标就是要将小学生引至自
然、靠近生活，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得到充分发展。在课堂

中充足展示出此项课程的教学长处，关注小学生的情感和思想训

练，给训练小学生的创作才能提供学习动机。 
一、感受能力的培育 

在小学美术教学培养中，创设情境培养小学生的艺术认知能力

是一个关键的教学手段。美术教育过程中，教师首要就是要从培育
学生的自身艺术感悟出发，制定出适合小学生领悟能力训练的教学

设计。举个例子来说，在苏少版三年级下册《美术》第 2 课“漂亮

的灯”，小学生根据书中的图片就能够判断出传统花灯、走马灯，
包括现代的台灯之间的区别，通过具备实际生活经历的体验联系教

材进行感悟，从而培育小学生的感官体验。感受是小学生来实行艺

术创作的首要根基，生活中的各种体验都是能够深刻强化小学生的
艺术创新的能力。另外，美术科目属于艺术培养类学科，应该为小

学生创建一个区别于主要学科严谨学习态度的气氛，为他们营造一

个轻松愉快的艺术的气氛，不仅能够促使小学生放松心情，激发自
身更多的潜在能力也能更好的指引学生主动踊跃地参与到艺术创

作的实践活动中来。小学时期的美术教学应该是以培训他们的基于

热爱祖国的艺术创作感受，并且从其中感受到艺术与生活的幸福
感。 

因此，感受式教学对于提高小学生的认知能力有足够的优势，

同时也是培育他们优良品质的有效方法。在教学环节中，教师要坚
持按部就班的准则，对于小学生年龄区别、年级区别的时期，联系

课本教材，计划出可以激起小学生踊跃的、生动的、深度的感受环

节。这种感受式教学方式，也必须教师在旁对其进行对于生活、学
习和大自然要详细洞察的引导式教育。 

二、联想能力的培育 

步入 21 世纪以后，信息技术的大环境下互联网科技飞速发展，
如今时代环境中，人民的生活与网络息息相关，我国教育行业也在

这一技术影响下继续发展。而且，几乎人人都是手里一部手机，小

学生在这种影响下也对电子游戏有着极大的兴趣。因此，怎样在小
学美术教学中侧重帮助学生发展其自身的艺术想象能力也是极为

重要的。教师在美术课堂中不单单要给学生讲授基本知识与技巧，

更加关键的是要使学生可以没有约束地展示他们自己天马行空的
想象力。现阶段，小学所使用的美术教材中，往往都有很多具备着

丰富联想能力的图片以供小学生观看。这些图画都是为学生提供了

丰富的联想能力，充足体现了小学美术教育应具备的艺术想象能
力。在小学生三年级下册《美术》第 7 课“我设计的动漫形象”中，

这一课主题就是要求教师利用课题激起学生的天马行空的联想。在

教学过程中，使得他们通过想象挣脱实际限制，按照自身的任意想

象创作一个动漫形象，它可以是人、动物，或者是不知名生物。并
且，在课堂中利用互联网查找相关资料提供给学生，也是为他们提

供了些许思路。通过自身了解的现有形象，通过联想进行创作，但

也要明确差异于原来的形象，可以是稀奇的或对未来的想象。 
三、色彩能力的培育 

美术绘画中最基本的就是颜色搭配。若是想要学会画画，对于

颜色搭配方面的学识必不可少。颜色是展示一幅图画实质内容的基
础，颜色在自然界中千千万万种，不仅有学生所熟知的日常可见的

颜色外，例如，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等，还有随

着社会发展设计师更多创作出来的颜色，例如莫兰迪色系。在一幅
图画中，强烈的颜色对比能够更好地更好地展示出绘画中的物体状

态。例如，一幅画中，假设有五个圆柱，这些圆柱都使用黑色或绿

色来涂，那么这些个体是不能明显被关注到的，人们入眼第一眼必
是颜色而不会观察到物体本身，这就有可能导致教师的家乡偶尔目

标本末倒置。特别是在颜色对比度上和整体光感度没有太大差距

时，这些圆柱在同一张纸上就更难被人们分辨出来。因此，教师要
注重锻炼小学生的颜色分辨能力，像是颜色的对比、同一颜色的深

浅程度等。通过学生画笔下的色彩展示，表现出了个人的情感态度，

教师通过此还能够及时掌握学生心理状态。在此基础上，保障学生
的绘画个体特征也是极为重要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作用

就明显体现出来了，并且不只要教师与学生互动，学生之间的沟通

交流也必不可少，小组合作中，为小学生创建了轻松的学习气氛，
学生可以畅所欲言，通过交流更进一步了解绘画技巧和艺术知识，

促进小学生的个性特征获得了发展，提升了教学质量。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美术课的审美能力培养教学中，要达到培育小学

生的美术趣味目标，提升小学生的审美才能和创新才能两项教育目

的，教师就应该关注小学生的审察、感受和联想三种才能的训练，
以待提升小学生的综合性学习能力，促使其身处浓郁的艺术气氛

中，以期帮助小学生获得全方位、充足、融洽的进步发展。美术教

学不是要把每一位小学生都培养成“梵高”，而是想要经过美术教
育实践环节的感受，指引小学生利用最基本的美术表现方式去呈现

自身的情感和想法，且进一步充盈学生个体的生活体验。一个具备

正确情感态度的人，才算是一个确切含义上的人。美术教学对于小
学生的情感体验才能的训练，怎样确切贯彻到教学过程当中，是小

学美术教师的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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