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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同课异构”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运用 
◆赖丹丹 

（浙江省临海市东塍镇第二小学  317000） 

 
摘要：随着新课改进程的不断推进，新课程标准更加关注教学质量和效

率的提升，由此也对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美术教学中应重点提

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小学美术课堂中“同课异构”

教学模式的应用意义，并结合小学美术课堂现状，重点探究“同课异构”

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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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来，小学美术教材更加注重实践性，教师在美术
教学中需应用更加合理的教学方法、组织不同的教学活动、提高
教学质量和讲课水平。同课异构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可实现对教
学资源的有效利用，发掘学生在学习中的价值。因此，教师应认
识到同课异构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应用意义，促进该方法的实际
应用。 

一、小学美术教学中“同课异构”的应用意义 
同课异构中的“同”是指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的一致性，而

“异”指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针对同一教学目标所采取的
教学方法具有明显的区别。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对同一课程，不
同教师的理解程度不同，因此在讲课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
同课异构的教学模式要求教师应发挥自身特长，利用现有的教学
资源，并综合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实现教学效果的 大化。 

在以往的美术课堂教学中，教师作为课堂的主体，采用灌输
式的教学手法，学生在美术学习中，对教师过于依赖，其主观能
动性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这种现象长期发展下去，也不利于学生
独立思考，影响其创作能力的提高。而基于同课异构的教学表现
手法，教师在具体的教学环节，可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教学
方法，进而丰富了小学美术课堂的内容形式，改善了以往沉闷的
课堂氛围，对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形成就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同时也有利于学生的美术作品形成自身独特的风格，保证美术学
习的有效性[1]。 

二、“同课异构”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实际运用 
（一）备课阶段的应用 
为提高小学美术的备课水平，教师应注重同课异构在备课阶

段的应用。以往的备课阶段，小学美术教师通常情况下自行单独
备课，鲜有与其他教师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其备课效率的提升，对教学方法的制定容易受自身局限性的影
响，进而形成单一的教学模式。而基于同课异构教学模式的美术
备课设计，在同一教学任务和目标的基础上，不同教师之间可针
对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进行有效的讨论，并综合考虑其执教班级
学生美术基础的差异性特点，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进而实现教
学方法应用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在备课阶段，教师还应考虑所在班级学生的不同性格特点，
对学生制定分层的教学方案，采用不同的教学技术和手段。为提
高教案的实际应用效果，教师应发挥自身的优势特点，做好教学
方法与教学进度的结合工作，进而提高备课效率。针对学习基础
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而言，课堂教学方法尤为重要，科学合理的
教案内容和教学手段可以巩固基础薄弱学生的理论知识、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在备课阶段，美术教师应综合考虑学生的
具体学习情况，促进同课异构教学模式应用的高效化。 

（二）应用在课堂授课 
通常情况下，小学美术教学模式采用的是精讲多练的方式，

教师需要对课本知识的重点进行详细讲解，并留下一部分时间作
为学生的系统练习使用。学生在知识研究和实践练习中，虽然可
掌握美术学习的基础，然而，距离新课标改革的要求相去甚远，
学生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思维能力未能得到
有效开发，其美术审美能力也未能得到培养。因此，教师在日常
的教学中，应充分利用同课异构的教学模式，在教学环节组织多
样化的实践活动，促进其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养成以及美术鉴赏水
平的提升。 

例如，在学习水粉画相关课程时，教师可将学生分成若干小
组，进行课堂讨论学习。教师可首先准备一幅有代表性的水粉画
作品，引导学生对水粉画的表现技巧和绘画方法进行充分的讨
论，进而提高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以及合作学习意识，鉴于部分
学生绘画基础薄弱的特点，教师可在具体的讨论环节，对学生进
行必要的引导讲解，对水粉画的干画法、湿画法、整体画法以及
局部画法的表现技巧进行简单讲述，进而实现同课异构教学模式
应用的 佳效果。同时，在讨论教学环节，教师应注重因材施教
理念的应用，针对不同学生的性格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引导方
法，进而帮助学生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学习方式。 

（三）做好课后评价工作 
为促进“同课异构”教学模式的进一步实施，教师应在课后

评价阶段，做好学生美术作品的合理点评。在具体的评价环节，
应注重学生美术作品的表现形式，对色彩的运用、构图方式以及
线条的勾勒是否满足标准的教学要求。鉴于小学美术学科的艺术
化性质，教师应在评价环节注重学生审美能力的考核，通过作品
的表现手法可知学生对绘画课程的理解程度。在课后评价教学
中，教师还应充分考虑同课异构教学方法应用的效果，对学生的
学习情况和学习兴趣开展合理的调查，进而可有效落实新课程标
准要求的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理念。 

为提高小学美术课堂的教学效果，教师可利用多种教学资
源，如多媒体、网络平台等方式，实现课堂教学内容的有效延伸，
进而提高教学水平。例如，在小学美术作品赏析教学中，教师可
利用多媒体进行作品的赏析与评价，进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此外，在美术作品的赏析与学习阶段，还应注重学生的赏析结果，
进而可明确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习效率，有利于教师制定针对性的
教学方案和改进措施，实现同课异构教学方法应用的有效性。在
具体的教学评价环节，教师也应注重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激发
创造力、提高美术学习水平，进而保证学生美术作品达到教学任
务规定的标准[2]。 

结论：综上所述，同课异构的教学模式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具
有尤为重要的作用，教师在备课阶段、授课阶段以及课后评价阶
段对该种教学方法的应用，可提高美术课堂的教学效果和讲课效
率。同时，针对学生而言，同课异构的教学模式也培养了其美术
审美能力和创造力，有利于提升美术素养，进而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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