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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多种途径开展美术教学提高聋生艺术素养例谈 
◆李海洋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特殊教育学校  733000） 

 
摘要：聋生由于听力障碍，获取外界知识主要以视觉为主，而美术是一

种视觉艺术，对视觉正常的聋生不存在实质性的学习障碍，美术教育能

培养聋生发现美、欣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思维和能力。多年的教学

实践证明积极运用多种途径开展美术教学，可以帮助聋生鲜明地认识世

界；扩大生活视野和知识范围；给聋生视觉的享受和美的熏陶，提高他

们的艺术素养和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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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生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身为弱势群体的他们只有通
过系统化的补偿教育和素质提升教育才能摆脱先天缺陷所受到
的影响和限制，缩短在日常生活中与常人的差距。美术教育对提
高聋生的素质教育起重要作用，美术教育不仅能陶冶情操，提高
素养，而且有助于开发聋生的智力、创造力、动手能力以及对聋
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也是有帮助的。 

现状分析： 
我校自办校以来，严格按照聋校新课程改革标准开足开齐课

程，并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全面、持久地开展艺术教育工作，针
对聋生视觉敏锐的生理特点，将美术教学作为艺术教育的主渠道
运用多种途径激发学生的美术潜能。  

一、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改革美术课堂教学模式。 
我们知道聋生聋生由于听觉损失，他们学习美术要通过视觉

的补偿作用，过于单一的教学方式容易让学生产生视觉疲劳，影
响学生的注意力，不利于课堂效率。所以聋校的美术课堂应该比
知识性学科更富有感情色彩，更具有亲和力和趣味性。我们在学
校进行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要求任课老师在美术课教学中采用
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尽量营造生动形象的美术学习
氛围，以此唤起聋生学习美术的兴趣。 

（一）创设美术情境。 
创设美术情境是促进聋生爱学的有效手段。如：在讲授聋校

四年级《色彩的冷暖》时，我运用了实验导入法：课前准备好红、
黄、蓝三种颜色的溶液和几只空玻璃杯，并在每只杯子上标注出
颜色，上课时，我首先设疑：红色和黄色的溶液掺杂在一起颜色
会是什么呢？同学们纷纷猜测着。然后我开始演示把红色、黄色
的溶液倒入同一个杯里，这时杯里呈现了橙色，同样做另外两个
实验把红色、蓝色的溶液倒入同一个杯里，这时杯里呈现了紫色。
同学们更加惊奇地看着第三个实验，为了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
我把第三个实验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自己，叫两个同学上来大胆尝
试自己操作，通过做实验的过程学生很好的学习了色彩理论知
识，掌握了美术创作中的配色技巧。由于聋生没有见过这种实验
配色法，觉得新奇有趣，注意力就会特别集中，从而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二）寓教于乐，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在传统的美术课堂课中，经常看到这样的训练模式：黑板—

学生的眼睛—经由学生把黑板上的样板“画”下来。这种拷贝或
克隆的训练多了，绘画技术提高了，但由于没有创造力的参与，
只能简单的由眼睛到手的过程。只能说是一个简单的“复制”过
程。长期如此。这种机械地“复制”始终由眼到手，于是眼里有
画，心里却没有画。在美术课堂的设计中如何去引导聋生的创造
力是美术教育教学的重点。 

在教学方法方面，我大胆创新将游戏形式融入到教学过程
中，让聋生能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同时在教学过程
中充分运用肢体语言激发学生的创造性的思维，使他们能够切实
体会到这些活动带来的直观感受，以及快乐体验。例如，在教学
生绘画时可以通过一些实物模型，或者带领学生到户外实地进行

观察。然后利用欣赏一些成型的作品让学生自己去体会、感知。
比如在学习《鸡妈妈的快乐宝宝》过程中，通过观看实物模型之
后，可以让学生模仿公鸡、母鸡以及小鸡的不同动态表情，通过
这种有趣的游戏形式，使得学生能够在不同的角度有不一样的感
受。同时，教师应当鼓励学生敢于表现自我，充分发挥自己的创
造力，最后由教师对学生的绘画作品进行总结与分析。利用这种
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积极开动脑筋，发挥自己的想象
力，使得他们画出来的鸡宝宝一家栩栩如生，神态各异。 

（三）开展课堂竞赛，激励聋生的绘画积极性。 
利用聋生好胜心理强的这一特点，我在教学中不拘泥于单纯

的教学模式，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及比赛。如定期开展“组
内绘画比赛”，“手工展览”，评选小画家、小巧手。对比赛中脱
颖而出的积极学生除了口头语言鼓励还发放奖品，或者油画棒、
水粉颜料，或者绘画类的书籍画报等，尽量让学生从参与过程中
获得收获。这些活动一开始操作实行起来虽繁琐，但贵在坚持，
长期的这种训练比赛活动，给大多数聋生创造了一个竞争的环境
和成长的机会，消除了课堂中常有的枯燥感，激发了聋生的学习
兴趣。 

二、开展社团兴趣活动，延伸美术教学第二课堂。 
（一）面向全体学生，因材施教，为学生量身定做适合自己

的社团兴趣活动。 
作为教育者，我们必须坚信每个聋生都具有学习美术的潜

能，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应该充分了解每个学生的艺术
潜能，制定适宜学生个性特点和能力的教学计划，促进学生在不
同的潜质基础上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聋生个体差异明显，一部
分学生动手能力强，一部分学生色彩感比较强，针对学生的特点，
我们成立了各种艺术社团小组，定于每周四下午 3 点半开始到 5
点半结束。有美工组、书法组、绘画组等。每个社团活动有 3 名
专任老师负责，讨论制定月计划，周计划，并在每次活动后有详
细的活动记录。社团活动按照年龄大小和能力程度分为高、中、
低三个小组，每个组由 3 名负责老师组织学生进行美术技巧指导
和作品创作。手工组和绘画组在一个大教室，学生可以更好地体
验这种全员参与的美术活动氛围，激发自己的参与主动性。 

（二）定期进行社团活动评价， 开展美术作品汇报展览工
作。 

为了更好地、全面地开展美术社团活动，激发学生参与积极
性，我们在每学期末举行美术作品汇报展览工作，将美术作品收
集展览出来，并在每幅作品上标注出作者名称和教师点评语。让
各班的学生排着队轮流进行欣赏，当学生看到自己的作品也被展
览出来，内心充满了欣喜与自豪，通过参观活动，学生得到了美
的享受，更加激发其创作欲与参与欲。为了更好地宣传社团活动
成果，发挥家校合作的优势，我们将美术作品汇报展览出的作品
制作成精美的美篇发至家长微信群，让学生家长也能看到孩子的
进步，体验学校艺术教育的成果，和学生共同分享点滴的成长和
成功。 

三、成立美术作品展览室，宣传学生取得的成果。  
我们将学校建校以来组织学生参加的各类绘画比赛所获的

荣誉证书和奖杯都陈列在作品展览室，把学生在各类活动中所出
的优秀作品装裱展览出来，每逢学期结束或者适逢重大节日组织
学生有序参观，在家长开放日向家长朋友进行开放，上级教育行
政部门领导或者社会外界有人参观时，都进行开放，通过让学生
参观，陶冶了学生的艺术情感，通过让家长朋友和社会外界人士
参观欣赏优美的作品，促进了家校联动，宣传了学校艺术教育的
发展和所取得的成果，让学校的艺术氛围更加浓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