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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终端下小学美术课堂导入策略探究 
◆徐  芹 

（合肥市桂花园学校西区） 

 
摘要：当今世界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移动终端逐渐普及。信息技术与课
堂教学融合不断深化，移动终端在中小学课堂教学中也逐步推广与应用。
这些都为信息技术与美术教学的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一节美术课中导入环节所占的时间和比案例都很
少，所以并没有引起重视。然而，万事开头难，授课亦然。本文在移动
终端环境下，利用实际的教学案案例来阐述小学美术课堂导入策略的探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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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移动终端逐渐普及。这
里所说的移动终端主要是指可以在移动中使用的计算机设备，广
义的讲包括手机、笔记本、平板电脑、POS 机甚至包括车载电脑。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是指手机或者具有多种应用功能的智能手机
以及平板电脑。随着信息化发展的不断深入，信息技术与学校教
学融合不断说深化，基于移动终端的教学在中小学逐步推广、应
用。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正从“知识本位”时代走向“核心素养”
时代，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发展趋势。基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美
术学科也在分析自己学科特征和独特育人功能基础上，提出了自
己的学科素养，包括图像识读、美术表现、审美判断、创意实践
和文化理解。要求学生“了解并运用传统或现代媒体、技术，结
合美术语言，通过观察、想象、构思、表现等过程，创造有意味
的视觉形象”，这些都为信息技术与美术教学的融合带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和挑战。而在一节美术课中导入环节所占的时间和比案
例都很少，所以并没有引起重视。但是，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
的一半，利用移动终端可以进行更有效、高效的课堂导入。 

传统美术课堂导入方法主要有复习提问导入、故事导入、设
疑导入、游戏导入等，形式是多样的，但课堂上教师是知识的传
授者、灌输者，具体来说，师生间的交流互动往往是形式化的、
淡而无味的一问一答，或只是为了进行课堂导入而进行课堂导
入。学生缺少与教师真正的互动，缺乏参与的主动性，导入环节
流于形式。 

移动终端融入课堂导入有以下优势：1、拓展了学习的空间
和课程学习资源。学生可以利用丰富的数字化资源进行自主学习
和协作学习，利于构建学习共同体。2、互动性强，学生参与学
习的积极性提高。3、学生参与面广，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只是课堂的设计师和学生学习的促进者。4、提高了学生学
习的趣味性，便于教师轻松的导入课程。下面我结合课堂教学案
案例来阐述小学美术课堂导入策略的探究。 

一、预习反馈导入： 
说到预习反馈，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课前让学生看、或者自

学教科书，不过在实行了循环教材，预习指导这个环节似乎没办
法进行。当学生遇到问题时没有渠道去查阅资料或尝试合作探
究，教师就只能将知识嚼烂后“喂给”学生。随着移动终端的加
入，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预习。丰富的网络资源拓展了学生知
识的来源，智慧课堂班级空间和 qq 群微信群让学生不受空间时
间的限制也能构建学习共同体。预习反馈不再是流于形式的一问
一答，而是成为学生增强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培养自学能力
和学会学习的重要环节。 

1、根据作业单预习反馈。教师利用移动终端在班级空间或
微信群发布需要预习的内容，学生课下利用学生机、手机、电脑
等设备进行网络搜索，小组合作交流总结构建知识，课上再以个
人或小组的形式进行汇报。 

案例：人美版五年下册第 2 课《20 世纪的艺术大师——马
蒂斯》。 

一、导入。 
课前教师通过教师端利用作业平台布置预习任务，课上以组

为单位按顺序进行汇报。 
第一组汇报马蒂斯生平事迹。 
板书：亨利.马蒂斯。 

第二组汇报马蒂斯是如何走向绘画这条路。 
第三组汇报马蒂斯与野兽派的关系。 
板书：野兽派代表人物。 
讲解马蒂斯与野兽派，用对比的方法出示 20 世纪以前写生

风格的绘画作品《无名女郎》与马蒂斯的《带帽的女人》进行比
较。 

板书：色彩：鲜艳、强烈的视觉冲击、装饰性。 
第四小组汇报马蒂斯绘画作品中的色彩特点，教师分析《带

帽的女人》中都有哪些颜色、这些颜色有哪些特点？ 
第五组汇报马蒂斯绘画作品中造型特点，教师出示马蒂斯作

品造型特点。 
板书：造型：简练、概括。 
教师小结板书课题。 
学生在收集资料和小组讨论提炼汇报材料的的过程中，已经

对马蒂斯有了初步的了解，教师课上再进行适当的梳理，学生对
于知识的掌握就非常的深刻。 

2、利用翻转课堂提前预习。翻转课堂主要是通过微视频、
微课件、微课件等相关的资源，让学生在课堂之外完成自主学习，
课堂成为讨论、答疑、交流的场所。 

案例：人美版小学五年级下册第 2 课《人民艺术家—齐白
石》。教师运用班级空间的资源分享功能或者在班级 QQ 群或者
班级微信群上传“齐白石的一生”“齐白石的艺术作品”等微视
频，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提前预习。这样既节约了上课的时间，又
优化了课程教学模式。 

利用移动终端进行预习反馈从而导入新课，学生由外部刺激
的被动接受者，转换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构建者，
获得了上课的主动权。不仅使学习轻松起来，而且使学生养成勤
于动脑动手的好习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二、对话创设情境导入： 
在以往的美术课教学的导入环节中，教师也会运用创设情境

的方法，口述、或者运用与课程相关的材料等方法进行导入。移
动终端的运用可以让情境导入法更为鲜活，让学生产生代入感，
将枯燥的知识隐藏在有趣的情景中，使学生在生动有趣的情境中
不知不觉就进入了知识的学习。教师在为课件中要发声的形象进
行录音的时候，中间间隔一段留给学生回答问题的时间。创设课
件中形象在跟学生对话的情境，增加学生的参与热情，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 

案例：人美版六年级上册第 13 课《保护我们的精神文化》。 
一、导入。 
大屏展示库淑兰奶奶的图片。 
库淑兰：“同学们好！”生：“奶奶好！” 
播放介绍库淑兰的视频 
师：“库淑兰奶奶，同学们了解了你的故事，都特别敬佩你。 
库淑兰：“同学们，中国的精神源远流长，单靠我们这些老

人是不够的，它也需要你们每个人的力量，你们愿意吗？” 生：
“愿意”。 

师：让我们谨记与库奶奶的约定，共同来传承我们的精神文
化，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板书课题。 
本课以师生和库淑兰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导入，学生仿佛穿

越了时空，在跟库淑兰奶奶进行交流，虚实结合，增加了学生探
究学习的主动性。 

三、游戏互动导入 
爱玩是学生的天性，利用移动终端可以创设更多的游戏，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与老师互动的热情，让学生用放松的心
情，愉快的接受新的知识。 

1、闯关游戏导入。每个人都有好胜心，小学生也不例外。
利用学生争强好胜的心理，设置闯关、探险类游戏，让学生在玩
中开始学习。 

案例：人美版一年级下册《综合练习》。 
一、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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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屏幕展示朵拉图片。 
朵拉：hi，同学们，我是爱探险的朵拉，你们愿意和我一起

去探险吗？” 
看到宝箱了吗？我们需要闯过六关集齐六把钥匙，就能打开

宝箱，找到宝藏了。你们愿意吗？那就出发吧。 
 
 
 
 
 
 
 
 
 
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是对本学期所学的知识进行复习和巩固。

教师以闯关游戏为主线，将所学内容穿插到各个关卡，用利用
PS 抠图技术将学生熟悉的动漫形象——“朵拉”带入课堂，在
闯关情境中导入本课。 

2、猜迷游戏导入。以往的教学中，是教师直接口述谜语或
者直接在大屏上展示图片、文字请学生猜，移动终端中教师还可
以利用课件制作工具中的橡皮擦功能，将学生要观察的图片用画
笔画上白色，上课时请学生在大屏上将白色擦去。 

案例：人美版小学一年级上册第 17 课《谁画的鱼最大》。 
一、导入。 
猜图导入，激发兴趣 

 
老师带着学生猜出绘本《小黑鱼》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疑问本身就是一种技法求知愿望的刺

激物”。巧妙设置疑问，可以把学生的注意力迅速引向教授预期
目标，诱发学生积极思维、主动探索。学生通过擦出自己答案，
有种亲自探索接近真相并发现真相的成就感。 

3、拼图游戏导入。用 smart 软件制作课件，利用交互式白
板的拖移功能让学生进行拼图操作，学生的参与积极性高，参与
面广。 

案例：人民美术出版社三年级上册第 17 课《多彩的民间美
术》。 

一、导入。 
1、拼一拼 
 
 
 
 
 
 
 
这是个什么图形呐？谁想上台来拼一拼？ 
下面的同学可以在你的平板上也来拼拼看。 
2、大家拼出的是什么形象？ 
 
 
 
 
 
 
 
 
 
 
 

这个狮子和生活中的狮子有什么不同呐？ 
 
 
 
 
 
 
 
3、这是一款非常漂亮的民间泥塑作品，他用了夸张变形美

化的手法让这头狮子变得更有艺术性、美观性，谁还知道民间美
术还有哪些形式？ 

小结并板书课题。 
不管是闯关游戏、猜谜游戏还是拼图游戏，都是学生们喜欢

的导入方式，移动终端的加入，较以往游戏导入方式增加了师生
之间的互动性。学生利用学生机进行游戏互动，参与面也更广。 

四、其他导入 
1、问答导入。教师利用教师端发布相关问题，学生用学生

机回答或抢答，教师总结导入。 
案例：人美版一年级上册第 18 课《妈妈和孩子》。 
一、导入。 
教师利用教师端发布以下选择题。 
1、当你肚子饿时，你第一时间想要下列哪个人来帮忙？ 
A 爸爸  
B 老师  
C 妈妈    
2、当你受伤了，你最想要谁安慰你？ 
A 老师 
B 妈妈 
C 警察 
3、当你晚上睡觉时最想要谁来陪你？ 
A 奶奶 
B 爸爸 
C 妈妈 
师：同学们三个问题的答案选择最多的都是妈妈，看来当我

们遇到伤害、困难、心情不好时最依恋妈妈。我们和妈妈都有着
怎样的亲密关系呢？今天我们来学习《妈妈与孩子》这一课。 

2、拍照导入。教师利用教师机课前拍摄有关学习内容进行
导入，学生会觉得比较真实，是自己身边的事，就会引发学生的
代入感，从而主动学习。 

案例：人美版四年级上册第 9 课《猜猜我是谁》。 
一、导入。 
教师课前抓拍班级同学或授课老师的背影，用教师机的同屏

功能直接投到屏幕上。 
师：这是谁？你怎么猜的的？ 
师：原来同学们是根据人物的发型、服饰猜出他是谁的。今

天我们就来上第 9 课《猜猜我是谁》。 
由于教师利用手机平板进行抓拍的内容都是学生身边的人、

物、事，比较能引起学生的共鸣，产生共情，从而激发学生学习
的热情。 

总之，基于移动终端美术课堂的导入方法灵活多样，较以往
导入方式更加生动、有趣。除以上几种方法还有更多的等着老师
们在实践操中总结归纳。可以用一种方法也可以配合交替使用。
教师要不拘一格并找准切入点，就一定能使学生全身心的投入课
堂。 

特级教师于漪曾说过：“课的第一锤要敲在学生的心灵上，
激发起他们的思维火花，或像磁石一样把学生牢牢的吸引住。”
移动终端进入课堂已经打破了“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
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模式，进入“以学习者为中心”，将移动
终端溶于学习之中，用技术支持学习，真正做到将“知识内化”，
加上教师灵活的运用导入策略就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
教者“常教常新”，让学生“越学越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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