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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美术教学中学生缺乏学习兴趣的原因及对策 
◆齐雅奉 

（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第二中学  陕西省延安市  717600） 

 
摘要：无论对于哪一个学科而言，学生在开展学习的过程中必须要依托

良好的学习兴趣作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展开各项深入的实践与探索。

然而对于现阶段的初中美术教学而言，很多学生、家长甚至教师的重视

程度均有一定不足，而很多初中生自身更是缺少一种学习兴趣，下面就

来结合这一现象展开研究，在找到内在原因的同时也能够制定出有效的

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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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初中阶段的重要教學内容与教学环节，美术教学不仅能
够有效的提升学生自身的道德情操，同时也能够逐渐培养出一双
发现美的双眼和心灵。然而在现阶段的初中美术教学过程中，很
多初中生往往都会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了在开展美术学习的过
程中，确保一定的学习兴趣。由此，每一名初中美术从业教师必
须要通过查找兴趣缺失点来积极的进行对策应对。 

一、现阶段学生缺少美术学习兴趣的原因 
（一）教学理念与师资力量制约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新课改理念提出已经多年，在这种全新的理念支撑下美术教

学地位以及教师对其的认可程度也有了明显提升，然而依然有一
部分初中学校并没有真正的将自身的教学理念进行转变和提升，
依旧盲目的追随应试教育的步伐却削弱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
养。 

而在课程的安排上面，也往往会由于多方面教育认知欠缺而
导致了学校减少了对美术学科的教具投入，即便有一些意气风发
的教师想要在初中阶段的美术教学中一展风采，但往往也会由于
外在多方面环境的制约而打消了念头，如此一来学生们更是很难
提起兴趣展开学习。特别是在一些学校美术教学环境本身就很差
的初中而言，很多优秀的美术教师由于难以得到与其付出相匹配
的回报，所以往往都会选择跳槽，如此一来初中美术教学便会进
入到一个恶性的循环中，而对于美术学习兴趣的提升更是无从谈
起。 

（二）教学手段的枯燥与单一 
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在多年来的应试教育影响下，很多初

中美术教师在日常的实践过程中都是以理论实践为基础进行推
进的，如此一来学生不仅感受不到美术学习的快乐，同时更是对
书本上所描写的那些艺术的意境无法产生共鸣。也有一部分教师
为了能够将个人的教学压力进行释放和缓解，所以在开展教学的
过程中往往忽略了对学生绘画技巧的传授，仅仅凭借一个模板让
学生展开临摹绘画。久而久之，这种教学手段便会导致很多学生
自爱美术学习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的逆反心理，至于对美术学习的
兴趣则更是无法得到有效激发。 

二、提升初中美术教学学生学习兴趣的对策 
（一）强调教学理念与教学资源的多样化 
首先要从提升整体的美术教学环境入手，在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的同时来展开系统的认知推进。而对于学校的外在、内在环境
而言，广大的美术教师同样也要为学生打造一个良好的学校环
境，借助多媒体软件教学、当地文化艺术馆的现场教学等多种途
径，来为广大学生打开一扇全新的艺术认知大门。例如在进行《艺
术——生命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单元学习过程中，教师就应当带
领学生们通过走进当地艺术馆、人体艺术展览馆等地，通过观察
动物标本、植物标本甚至人体标本，来对“美”“和谐”“交融”
产生全新的认知，而对于一些插花、废旧物品的二次艺术创作的
展示同样也能够 大程度上激发学生对于美术学习的积极性，相
信在这种方式的引导下每一名学生不仅能够借助多媒体教学来
发掘生命、自然与艺术的美好，同时也能够逐渐的对美术这门学
科产生巨大的学习兴趣， 终实现既定教学目标的实现。 

（二）激发教学手段的多元性 
新时期下的美术教学离不开互联网与数字信息技术，在具体

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不妨通过多媒体 3D 教学软件来展开多

场别开生面的鉴赏与美术学习实践，通过对传统教学理念的摆脱
来践行新课改教学理论。例如在进行《春天的畅享》单元的学习
过程中，教师便可以结合多媒体技术以及 AR 技术，来为学生构
建一个立体、多元化的“四季场景”，通过这种场景的虚拟展示
来引导学生通过观察虚拟四季景色，来想象出该如何巧用手中的
画笔、手指甚至废品、刷子来展开妙趣横生的创作，在激发学生
们更好的感知艺术、享受美术学习的过程中来不断激发他们对于
“美”这一理念的理解和认知。 

（三）增加美术赏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升学考试是每一名学生的必经过程，我们没有办法减轻学生

的心理压力，也没有办法改变学生对主科课程的执着，但是我们
可以通过开展美术赏析课程，激发学生对美术课程的学习兴趣，
引导学生在美术课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美术素养的自我
提升。很多学生在 开始学习赏析美术作品时会将作品与原物品
的相似程度作为赏析标准，认为画中作品与原物更像的作品更为
优秀，而与原物品相差甚远的美术作品则评判为一般。因此，教
师在进行美术赏析教学时，首先要从学生角度出发，用学生认为
更“优秀”的作品作为首次赏析的作品，从而找到与学生的“共
鸣点”，让学生主动融入到赏析过程中，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见
解。但是，学生此时的评判标准并不具有高度的审美素养，因此，
教师要再准备另一幅抽象派的作品作为对照，首先让学生发表自
己对这幅作品的见解，表达出学生认为此作品的不好之处，这时
教师不要急着否定学生的观点，而是要给学生具体讲述该抽象作
品的创作时代、当时的社会环境及作者的生平经历，然后在以专
业的美术角度给学生进行讲解。通过这种反差对比和结合时代环
境的教学方式，让学生理解对美术作品的赏析要结合具体情况辩
证分析，逐步树立良好的审美观，激发学生对于美术课的强烈兴
趣，从而培养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鉴赏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下的初中美术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每一名

美术教师都应当充分的结合学生的个体差异以及教学需求来制
定出能够激发他们学习兴趣的方式，在深度挖掘学生对美术学习
兴趣不浓厚的同时，有的放矢的展开解决与研究，力争让每一名
初中学生都能够在每一节美术课上都能够享受到“艺术”所带来
的美好体验，从而在美术学习之余获得更多的成果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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