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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疫情终将散去。面对突如其来、散点式

的疫情，如何运用美术的学科特质来化解学生的焦虑情

绪？无法面对面课堂授课，如何运用变通的形式推进美

术教学？其实，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既是一种逆境也

是一种教育变革的契机。“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的

特殊时代背景下，传统的美术学科教学形式正发生着显

著的变化。1

一、在线美术课堂，构建生动的美术学习

二十一世纪，网络的发展让交流更加便捷，知识信

息也呈现爆炸式的传播递增。信息化发展让突发公共卫

生危机背景下的“居家型”美术学习呈现出别样的适时

变革。笔者有幸参加了无锡市“锡慧在线”网络直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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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录制，承担四年级美术教学任务。每周每年级段

拍摄并播出 1-2 节课，每节课 10 分钟。学生可以按照课

表时间段收看直播、也可以按需要随时点播学习。每节

课的授课时间浓缩了，但知识点并没有省略；授课面非

班级化了，施教范围更广，学情的预设更多层化；宅家

学生的学习状态不易全方位了解，教学的形态则需更吸

引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些新的教情学情，倒逼美术教学

形态有崭新的变化。由此，笔者在“短平快”的“锡慧

在线”网络直播课堂作了适时性的教学调整。

1. 融合情感导向的美术线上教学，让学习走向心灵

深处。

审美熏陶是美术学科特有的教育功能，积极的情感

导向是审美教育的基石，也是美术三维教学目标之一的

“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方向。突如其来的疫情，

会给学生带来或多或少的焦虑情绪。美术学科可以它特

有的艺术魅力，抚慰学生的心灵，带来精神成长的滋养。

笔者在直播课前的备课阶段，有针对地制定情感教育的

培养目标；教学阶段，潜移默化地渗透积极的情感取向。

比如，四年级美术《春暖花开》一课。鉴于“锡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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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网络直播课的教学内容多为授课教师自创，笔者

便从课题的甄选切入，把阳光、美好和希望的向上精神

传递给学生，开启积极的学习之旅与情感导向。

导入环节，用诗意的语言：“草儿绿了、花儿开了、

春暖花开，一切都是那么欣欣然”和优美的图片让学生

领略到春天的美丽；然后带着学生走进艺术的春天：欣

赏水彩画、水墨画、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表现的春、感

知艺术的美。紧接着再来欣赏小朋友的作品：“小朋友更

喜欢春暖花开，五彩缤纷的春天就在儿童美术馆里”。借

助同龄孩子的作品，启迪学生的创作热情和思维。多层

次的欣赏铺垫之后，再重点学习实物拓印法：这里的春

天更美了，红红的月季花斑斑驳驳的、紫色的牵牛花上

还有一圈圈的印痕呢！创造这些印痕美的小秘密就藏在

这些不起眼的菜根、泡泡纸、落叶、瓶盖等物品里。引

导学生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印痕之美、艺术之美，并深

入思考，美没有贵贱之分，不起眼的甚至要丢弃之物都

能变废为宝，化身为美的使者。

把积极的审美教育有机融合在美术技能技法的学习之

中。教师示范完成实物拓印画之后，把作品装裱在相框里

展示。此时抓住学习契机进行情感教育的升华导向：“一幅

别致的拓印画跃然纸上，让我们用艺术迎接春暖花开吧，

让春天来到大地的每个角落，相信明天会更美好！”

线上教学中情感教育的积极引导可以潜移默化地渗

透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可以穿插在某个欣赏环节，也可以

在总结拓展时作点睛式的内化。共参与了十多节的“锡慧

在线”四年级美术直播课教学，笔者随教学主题的变化

而有机地渗透有益的情感引导。《染纸团花》和《春暖花

开》的情感教育贯穿了课堂教学的主线，以作品蕴含的吉

祥寓意来表达对生活的美好祈盼；《我的小绘本（一）》在

作品欣赏环节激发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袜子玩偶》

在教学拓展环节，鼓励学生用亲手制作的玩偶和家人一起

表演袜子玩偶剧，培育学生在家庭生活里关爱尊长、感恩

亲情的美好情感，同时也化解学生宅家的焦虑情绪。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美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它既是一

个知识和技能的认知过程，更应该是一个情感体验与发

展的过程。以情感人、以情动人，这是艺术作品呈现的

教化作用，其实也是美术教学需关注的重要方面。当疫

情突发，常规的教学模式被更改以后，美术教学的情感

教化作用更应被积极地融合于美术课堂的各教学环节。

2. 凸显学科指向的美术线上教学，让学习紧扣知识

核心。

黑格尔将美术尊为各民族最早的老师，美术以它独

特的造型和色彩记录了人类最早的文明进程。造型和色

彩技能的学习和掌握，是美术学科有别于其它的学科特

质。基于宅家模式的线上美术教学，授课时间变得短小

凝练了，是常规美术课时的 1/4。因此教学更应紧扣学科

的知识核心，使学生在有限的十分钟线上学习时段里，

能掌握并积累一定的美术知识和技能。

比如《青花瓷》一课。首先出示一个青花瓷瓶，让

学生直观地感知蓝白分明、清新素雅的色彩特征；接着

通过视频的欣赏，加深对青花瓷制作工艺的感知，并从

表象看到内在蕴含的身份地位等象征意义；然后从青花

瓷的器型和纹样切入，分析理解青花瓷的造型美和纹样

美，这个环节，是本节线上美术课的重难点。由于授课

时间的局限，所以在备课及制作课件时，有重点地对学

习内容进行梳理和提炼。有取有舍，聚焦青花瓷的几

件代表作为学习重点，着重分析青花纹饰的特点和构

成。精选的图片赏析，更凝聚学科的重点，对学生的

图像识读、审美判断、文化理解等核心素养都有实效

的促进作用。

纵观“停课不停学”期间的美术教学，基于美术学

科特点，努力夯实美术双基并凸显知识技能。《袜子玩

偶》一课，通过教师直观的示范，揭示了利用材料特点

进行巧妙制作的方法；《瓦当（一）》，教师首先用 KT 板

刻出卷云纹瓦当，然后介绍拓印法，简单的演示呈现了

斑驳的印痕之美和有趣的操作技能；《瓦当（二）》则

侧重水墨方法来表现瓦当纹饰的古朴美感；《我的小绘

本（一）》重点学习手卷书的绘制方法；《我的小绘本

（二）》则是着重了解折叠书的创作方法与步骤……

十分钟的网络直播课，短小而精炼。因此，教学的

主题要凸显，切入点不易大，可以采用“一个主题、一

个技能、一个拓展”，使学生扎实有效地习得知识，避免

学习畏难情绪的产生，才能使知识和技能逐步转化成美

术的核心素养。

3. 注重生活倾向的美术线上教学，让学习联系实践

运用。

生活即教育，生活即艺术的源泉。超长寒假里，学

生的活动范围以居家为主，与家人的交流更为密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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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常态化背景下的美术线上教学，教材的选择可以走

生活主线，以学生熟悉的生活中的主题、生活中容易收

集到的材质、以及能记录和表现生活化的内容为主。

比如《我爱水彩（二）》。教学伊始，笔者先示范用

保鲜膜来做小游戏：把颜料快速地涂抹在画纸上，然后

覆盖一层保鲜膜，再用手揉揉捏捏做出凹凸的效果。当

揭开保鲜膜之后，画纸上留下了斑斑驳驳、浑然天成的

肌理印痕。然后再引导学生知识迁移：画水彩画时，可

以怎样巧妙地运用这种肌理呢？比如变成有花纹的桌布，

或是水波荡漾的湖面，又或是斑斑驳驳的地面等。保鲜

膜这一生活中随手可得到的日常物品，经过巧妙地创意

可以变成趣味的纹理图案，使学生感受到生活小妙招竟

然能变成艺术小创意。

源于生活，接地气的水彩画小技巧，让线上美术学

习变得有趣又有效。在进行水彩体验创意时，以“家有

萌宠”为主题，观察猫咪的外形特征和动作神情，再进

一步学习水彩的干湿画法，并通过教师的示范掌握水彩

猫咪画法。路边家中都能遇见宠物，萌宠这一表现主题，

对于学生们来说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基础。因此，源于生

活主题的美术线上教学，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产生情

感的共鸣，美术教学的实施易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在

录制的四年级美术直播课中，关注生活、联系生活的课

例还有很多，例如《袜子玩偶》、《瓦当》等。

二、微信课例推送，引领自主的美术学习

网络的发展让学习的途径变得十分宽广，知识的信

息量成指数级增长。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运用，很多单

位常借助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作活动宣传，并能获得更

广泛的社会认同。在停课宅家的日子里，微信推送显示

出网络学习平台的巨大便捷优势，尤其给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的提升带来实效的锻炼和培养。

很多学校的微信公众号自疫情以来，加大了开发利

用。我校美术组也紧随“停课不停教”教学节奏，精心

设计线上美术教学课例，推出自主式的学习模式。

1.“主题式”美术微信学习课例。以“花儿朵朵”

主题为例，学习课例分为“佳作共欣赏”、“美术小妙

招”、“师生来创作”等版块。通过欣赏同龄学生用画、

剪、撕、贴等方法制作的美术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在“小妙招”版块中，学生可以自主地选择感兴

趣的表现方法：可以按照年级段选择学习内容，也可以

按自己的兴趣倾向来挑选。剪贴和绘画、立体和平面，

多形式的美术表现，给予学生多层次的选择空间。

2.“分段式”美术微信学习课例。分 1-6 年级六个

学习段，每个年级有不同的学习内容，学生可以按自己

的学习需要进行自主的挑选。比如六年级《看新闻画新

闻》，及时地结合当下的突发疫情，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关

心时事，用画笔来记录新闻事件。课例中，先观察图片、

回忆新闻；然后欣赏作品，学习借鉴；接着动笔练习，

画出新闻。该学习主题不仅有作品赏析，还有制作过程

的视频学习、创作小贴士等。学生自主地通过作品欣赏，

获得创作的启迪；通过自主的技巧学习，掌握表现方法；

通过作业小提示，得到实效的帮助。学习课例后面，还有

老师们对学生的勉励话语，鼓励学生用艺术来点亮生活。

每周一期的“小红花”美术微信课例推送，有丰富

的美术表现形式，也有分学段的美术学习课例，学生可

以按学段自主学习相应美术课例，也可以自主挑选感兴

趣的方法来练一练、做一做。这种自主式的美术学习形

式，让学习不再被动、不再机械，其实质也是美术核心

素养本位追求的一种美术学习样态。

三、“晓黑板”APP平台，构建互动的美术学习

“晓黑板”APP 是一款家校合育的交流平台，教师、

学生、家长加入相应的“班级”进行及时的沟通交流。

它有多项的便捷功能，教师可以发布作业要求、通知、

调查、活动等，也能开辟讨论区，并设置参与讨论的班

级、讨论内容、讨论的时间范畴等。宅家的美术课上，

“晓黑板”APP 如及时雨给了老师与学生便捷与实效的分

享交流。

教师提前制定下一周的美术线上学习指导要求，通

过“晓黑板”的“班级通知”选项及时发布作业要求。

美术教师一般任教多个班级，“晓黑板”的“群发”功

能便捷地把学习要求转到任教的班级。稍后，也可以通

过“班级通知”来提醒学生：美术作品完成了吗？记得

绘制时要构图饱满、主体物突出、图文并茂哦；作品完

成后写上班级和姓名，记得拍张照片发给老师呀。“讨论

区”的功能十分灵活，可以设置开始讨论与结束讨论的

时间，还能设置“成果互见”、“作业上传”与否，使班

级学生不仅能参与学习互动讨论，还能互相欣赏到别人

的美术作业，促进自己的提升；“私聊”功能可以点对点

地跟家长交流，家长、学生也可以把作品发给教师，教

师及时地给予指导点拨，提出完善的建议。

四、结语

事物往往具有多面性，疫情给美术教学形式的变更

与创新带来了契机。面对突变的教学环境、教学条件，

如何真正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构建有益于学生美术素养

发展的教学样态？生动、自主、互动的美术云课堂不失

为一种促进学生艺术成长的教学新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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