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37 

“互联网+”环境下美术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 
张淑华 1  陈彦云 2  杨丽华 3  张琳琳 4  刘浩 5 

（1.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东湖小学  110400；2.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教育研究中心  110400；3.辽宁省沈
阳市法库县太阳升小学  110400；4.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石桥小学  110400；5.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中小

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学校）  110400）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在各个领域中均得到广泛应用，在互联网环境下教育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将互联网技术融入

到美术课堂教学中，有利于丰富课堂内容与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吸引学生注意力，对美术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可

以显著提高教学质量。在本文中，通过对“互联网+”环境在美术课堂教学中的优势进行分析，并积极探索出“互联网+”环境下美

术课堂教学模式实践路径，借助互联网环境提升美术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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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在素质教育要求下，需要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美术教学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在国家大力倡导教育信息化的形式下，将

互联网技术与美术教学有效融合，能够显著提高美术课堂教学质

量，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提供助力。在美术课堂教学中借助互联网

技术有利于创新教学模式，确保课堂氛围更加轻松愉悦，教学内容

更加丰富，对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应

重视互联网环境下美术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致力于推动美

术教学质量的提高，培养学生审美能力与美术技能。 

1.“互联网+”环境在美术课堂教学中的优势 

1.1 有利于丰富美术课堂教学内容 

美术知识丰富多样，主要涉及到绘画、雕塑、工艺、建筑、书

法等各个方面，而由于美术课堂时间限制与教材内容的局限性，美

术教材内容比较精简，其中由于部分美术知识比较抽象，理解难度

较大，学生学习比较吃力。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搜索各种教学

资源，可以快速搜集标本、图片等教学辅助用具，能够将图片与标

本这些教学资源与教学内容相融合，降低教学内容的难度，促使抽

象知识具象化与简单化，有利于学生更容易理解与掌握，在丰富学

生美术课堂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还可以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提升

学生对美术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例如，美术教学中色彩教学是基

础内容，也是重要教学内容。由于色彩种类多样，尤其是在色彩混

合与搭配等知识学习中，学生学习难度较大。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

技术查找各种色彩搭配、混合的教学视频，通过播放这类教学视频

可以让学生更加直观的了解色彩搭配技巧，根据视频了解多种颜色

混合是如何产生一种新颜色，能够让晦涩难懂的知识更加简化与具

体化，促使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可以丰富学生

的教学内容，还可以降低教学难度，有利于学生更深入理解与掌握。 

1.2 有助于开拓学生视野 

互联网数据信息传播快速，可以实现资源信息共享，从互联网

平台查找大量且丰富的美术教学资源，有利于开拓学生视野。教师

可以借助互联网查找美术教材中没有的教学资源，或者各种古今中

外的优秀美术作品，教师通过对这些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并融入到

日常美术课堂教学中，能够让学生学习与了解到更多课本没有的知

识，有利于扩充学生的知识面与视野。例如，教师可以借助互联网

检索功能搜索各种优秀的美术作品，如梵高《星空》、达芬奇《蒙

娜丽莎》、王希孟《千里江山图》、齐白石《墨虾》、张择端《清明

上河图》等，教师可以借助这些名画作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开拓

学生视野，让学生了解更多丰富的美术作品与知识，培养学生的审

美鉴赏能力。 

1.3 助推教师开展教学设计 

在以往的美术课堂教学中，教师通常需要完成教学方案的设计

工作，并制作教学计划。这个过程需要消耗教师大量时间与精力，

导致教师花费在其他教学工作中的时间与精力受到影响。通常在实

际教学中这些教案应用效果不佳，会严重浪费教师的教学资源与时

间，影响到教学进度与教学工作的完成情况。针对这种问题，借助

互联网技术可以有效的解决。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对教学方案

进行设计，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查找各种教学资源，并将教学计划

与内容存储在云盘或 U 盘中方便随时记录，同时将网络平台的教学

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视频、图片、动画、PPT 等形式展示出来，

有利于提高教学设计质量，促使美术课堂教学更加丰富多彩，能够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1]。例如，教师在色彩类知识教学中，可

以借助互联网技术搜集各种色彩图片，对比各种优秀美术作品中色

彩的运用情况，并以图片、视频等方式展示出来，能够促使教学设

计方案更加丰富多彩，让学生更加直观的了解到色彩知识。 

1.4 有利于拓展学生交流空间 

在互联网环境下，学生交流空间不断拓展，可以开展线上与线

下交流，学生与师生之间的交流控制与平台更加多元化，有利于加

强师生与生生互动，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营造团结和睦的学习氛

围。一方面，通过网络社交平台拓展学生交流空间。教师可以构建

班级微信群，学生与教师可以在微信群中自由交流，突破美术课堂

教学的时间与空间限制，在课外学生可以借助微信群询问教师美术

问题，或者学生之间相互分享学习经验等，有利于加强师生互动与

生生互动，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推动学生积极学习美术知识，提

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另一方面，借助线上教学平台拓展学生交流平

台。教师或者学校可以构建校园教学平台开展线上教学，尤其是在

疫情影响下，各学校均开展网络教学，确保学生居家可以通过网络

教学学习相关知识。在线上教学平台可以为学生与教师之间提供交

流平台，针对线上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及时与教师交流。同时，

教师可以借助线上教学将教学内容以视频的方式展示出来，学生可

以根据视频学习美术知识，能够直观明了的感受到美术作品的完成

过程，在观看教学视频中可以及时与教师取得练习，及时掌握教学

视频中的美术技巧与流程。 

2.“互联网+”环境下美术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路径 

2.1 借助多媒体技术开展美术欣赏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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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的知识范围比较广泛，大致可以分为观赏性艺术与实用性

艺术两种类型。在观赏性艺术教学中，旨在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与

创造美的能力。观赏性艺术中包括各种绘画作品与雕塑作品。在以

往的美术欣赏课教学中，大多数教师通过简单介绍教材中的美术作

品来完成教学，教学方式单一，且枯燥，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且

无法达到培养学生审美与创造美的教学效果。在互联网环境下，教

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开展观察欣赏教学，通过多媒体技术将搜集

的古今中外各类优秀美术作品以图片或视频的方式展示出来，从美

术审美角度出发，引导学生运动记忆、感知与经验对美术作品进行

鉴赏，从中获得美术知识，掌握画家绘画技巧，并从中获得审美享

受与经验，引导学生学会美术鉴赏方法，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通

过多媒体技术可以展示出更多教材中没有的经典作品，并通过多媒

体简单讲解画作的概况，创作背景与时代等，从多角度引导学生对

优秀美术作品进行鉴赏与分析，并且可以更加清晰直观的了解作品

中的艺术价值。以便提高美术欣赏课的教学效率，吸引学生积极投

入到欣赏作品的过程中来，感受美术作品的魅力，提升学生鉴赏能

力[2]。例如，教师在讲解中国山水画欣赏的时候，可以通过讲解《千

里江山图》来讲解我国山水画的特点与发展情况，其称之为我国十

大传世名画之一，是山水画的典型代表。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

搜集《千里江山图》的相关知识，以视频、图片、PPT 等形式对作

者创作时的情况与灵感等进行讲解，可以借助国家宝藏综艺节目中

对这幅藏品的讲解引导学生对这幅画的理解，并对这幅画中的艺术

手法与色彩的运用进行鉴赏与分析，培养学生对山水画的鉴赏能

力，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2.2 依托互联网环境开展情境教学 

在美术课堂教学中，由于受到编写要求，美术教材内容受到局

限，内容不够丰富，并且部分美术知识点比较抽象，学会理解难度

较大，容易打击学生学习美术的信心。教师可以依托互联网环境为

患者营造良好的教学情景，通过互联网环境将美术知识以音频、视

频、图像、动画等形式展示出来，将抽象、晦涩难懂的美术知识具

体化与简单化，让教学内容更加具有趣味性，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在情景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主探究美术知识，在

轻松活跃的教学氛围中学习新知识。互联网可以为教师提供丰富各

异的教学素材，为情景教学的开展提供素材支持。教师可以借助互

联网技术创设各种教学情景，满足学生的求知欲与好奇心，引导学

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潜能，提高美术教学质量[3]。例如，教师在

开展素描几何体教学中，由于几何体是空间三维图形，需要学生通

过透视把握几何体的空间感与立体感，对远近虚实的光影规律进行

了解，才能够掌握素描几何体的绘画技巧。然而透视与空间能力对

学生而言是学习难点，知识比较抽象，影响学生对该知识的掌握情

况。教师可以借助互联网环境制作 3D 动画，展示各种几何体的特

点，将几何体的透视图与空间立体框架展示出来，营造立体几何教

学的情景，引导学生自主探究透视规律，让学生更加直观了解到透

视规律与知识，对光影的虚实技能进行掌握，从而确保学生更深入

的理解该知识。 

2.3 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动态教学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美术课堂教学提供了大量的教学资

源，同时也发展了多元化的美术课堂教学形式。在传统的美术教学

中，教师通常以教材为主，通过演示法、讲述法等方式开展教学，

教学方式比较单一，尤其是针对难点知识教学效果不明显，学生学

习积极性不高。由于美术教学中存在大量的专业名词、构图理论知

识与色彩等知识，这些知识比较抽象，理解难度较大，学生在学习

比较吃力，容易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信心。教师可以借助互联

网平台开展动态教学，将二维平面的美术知识转变为三维立体动画

知识，以视频、动画、PPT 等形式展示美术知识，能够提升美术课

堂教学效果，丰富教学内容，促使美术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有活力，

教学方式也更加多元化。一方面，教师可以借助微信与公众号等方

式将美术教学知识发放在微信群与公众号中，学生可以借助手机与

电脑学习这些知识，突破美术课堂教学的时间与空间限制，确保美

术课堂教学线上与线下的有机结合，形成动态教学模式。另一方面，

借助互联网环境构建多媒体教室，教室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室开展美

术课堂教学，让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教学内容，发挥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能够增加美术课堂教学的趣味

性，以常规美术课堂教学与多媒体美术教学相结合，丰富教学形式，

形成动脉教学模式。 

2.4 借助社交平台开展互动合作教学 

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下，社交平台为美术课堂教学提供平台支

持，借助网络社交平台可以开展互动合作教学，加强师生、生生之

间的互动与交流，能够显著提升教学效果。一方面，在微信平台教

师可以建立微信群，为师生互动交流提供平台基础。学生可以通过

微信与教师交流美术知识，可以及时询问教师美术问题，以便让学

生能够及时掌握相关美术知识，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教师

也可以借助微信平台发放美术相关的新闻、趣事、美术技巧等，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让学生在轻松的学习

状态下更好的掌握美术知识。同时，学生之间可以借助微信平台交

流学习美术知识的经验，共享美术学习趣事，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

促使学生互补互助，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借助

微课平台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将美术课堂教学任务、教学内容等提

前发放在微课平台，让学生按照学习任务提前预习，自主学习美术

知识，学生之间可以组建学习小组，共同完成教学任务，推动学生

之间相互学习，并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促使学生更好的掌

握相关知识[4]。 

3.结语 

总之，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与工作中得到普及，在教育领域也得

到广泛应用，尤其是在素质教育环境下，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将互

联网技术融入到美术课堂教学中，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在互联网

环境下，美术课堂教学模式得到创新与发展，教学模式更加多元化，

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教学质量更加优质，对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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