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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初中美术教学中如何构建高效课堂 
巴克提亚尔•阿布都吉力 

（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县盐城实验学校  新疆伊犁  835300） 

摘要：对形式不一的美术教学方法进行对比研究表明，理论与实践融合以及丰富的感官体验，可以塑造课堂氛围，也能创设出

有关艺术创作的主体，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课堂行为习惯，并在听觉、视觉甚至触觉的体验中，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以积极的情绪

和正确的绘画练习方式，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这将对初中生美术课堂绘画创作的质量提高起着积极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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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仅仅从氛围以及教学主题出发，分析构建高效课堂的方法，依

然是相对表面的分析。正因此，美术教师应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解

决学生学习绘画理论困难的问题，并不是只关注到学生的课业表

现。同时，用“感官体验”的方式进行教学实践，更利于提高学生

对审美要素的感知能力，这对初中阶段的学生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富有能力及素质培养意义，因为影响学生审美能力及绘画创作水平

提高的最本质问题不是课业表现，而是学生对不同艺术作品的认

识。基于此，教师在创设美术高效课堂中，需找准与学生个体能力

发展紧密相关的三种教育要素，并提出问题。 

一、营造艺术氛围，培养审美能力 

无论是利用西方绘画作品的教学分析，强调在艺术表现方面的

技法特点，还是说以我国独有的水墨画风格作为对象，探讨平衡美、

对称美的表现要素，其目的在于塑造艺术氛围，从教学初期阶段，

利用风格不同的绘画作品，加深学生对创作技法的认识与了解。同

时，这也是美术教学独有的学科特征，利于学生从历史的视角、艺

术发展的视角认识审美要素和审美关系。此外，从经典的绘画作品

中研究不同创作手法表达出的情绪和感受，有利于学生在经典艺术

作品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表现方式的探索，最终达到认识美、感受美、

塑造美的教育要求。 

例如，在纹样与生活教学中，为更好地呈现艺术作品，教师首

先可以运用数字技术，通过对艺术作品的高精度呈现，确立教学主

题并塑造情景氛围，通过这种可视化的教学方式，为初中生讲述不

同艺术作品的光影表达方式，并基于作品中的元素，对画面工图进

行拆分，可为学生的学习和审美能力提高提供条件，也为教室的教

学实践过程起到了影响。最后数字平台的引入，还利于教室丰富教

学氛围，依靠对声音、视觉体验的把握，通过感官刺激吸引学生参

与到课堂中，关注到艺术作品创作的手法和方式，积极参与到教学

实践应用与艺术创作之中。 

二、丰富教学资源，加强艺术修养 

在研究不同艺术创作的特点中，为加深学生对美学要素的理

解，教师应按照类型、按照创作方式整理可用的教学资源，并在创

作差异性以及共同要素的总结中，加强学生的艺术修养，这将利于

带领学生深入研究抽象作品、后现代主义作品的差异，也能从交流

中加强学生的艺术修养以及文化底蕴。此外，丰富度高的美术课堂，

有利于教师随时控制教学实践过程的节奏，也能根据不同艺术创作

者所表达的情感，塑造出不同的教育主体和课堂氛围。 

例如，学习美术作品的深层意蕴时，教师不但需要综合光影、

构图以及画面表现要素，还需通过丰富教学可用资源的方式，在多

个角度探讨艺术创作的流程，以及灵活性关系，这将帮助学生在后

续的创作和实践中，选择不同的纸质材料和绘画工具进行实践练

习，也可以使初中阶段的学生对人物造型以及场景氛围塑造的方

式，产生初始认识。正因此，美术教师需要依靠丰富教学资源的方

式，提高教学成效，这也是从艺术的表达分析上，教学资源的选择

与提供上，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加强学生学习体验的方式。 

三、开设实践活动，提高艺术创造力 

初中生应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明确的认识，随着其知识储备

的增长，以及思维逻辑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学生基于传统文化中不

同的艺术创作方法，进行关于美的探讨，并在实践创作中挖掘可利

用的素材，这易于初中美术教师渗透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可以逐渐

加强学生的民资自豪感，从我国独有的文化中探索美学要素。 

例如，插画教学中，教师首先可从艺术文化的探讨中，强化学

生对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的认识，使其在实践创作之前，能够积累到

关于艺术创作以及艺术审美的知识，最终将其应用在自身的创作与

表达中，这将使学生对神似、写意等创作手法的认识加深，也能将

各种表现手法运用于实践之中，且逐渐加深对我国传统艺术的认

识，最终在实践过程中确保艺术表现效果。因此，教师需要通过理

论实践融合的方式，拓宽学生的能力发展渠道，并通过对我国传统

艺术的类型划分，丰富学生的文化视野，使其能够根据传统艺术的

表现手法，认识到进行实践创作时，可选用的素材，并且在实践创

作中，融入更多的民族属性。 

四、结束语 

无论是利用感官刺激构建高效课堂，还是说通过对不同艺术作

品的分析，强调艺术创作的技法特点，其意义在于探讨美学要素，

平衡美与对称的关系。同时，引入视觉、听觉等元素的目的，在于

塑造艺术氛围，结合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进行教学实践，不仅可加

深学生对东西方创作技法的认识与了解，同时也利于提高学生的艺

术感知能力，上述方法对初中阶段的学生来说，是培养审美能力极

为重要的途径。最后，正是因为影响学生审美能力的因素，是学生

对不同艺术作品的认识，基于此，教师需要在创设主题、塑造氛围

的过程中，找准教育教学要素，并提供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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