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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以物感人  借图悟情 
——视觉素养提升的分步教学策略 

◆陆怡娈 

（浙江省湖州市月河小学教育集团  浙江湖州  313000） 

 
摘要：由于视觉的冲击力、科技的发展以及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人类进
入了以图像为中心的“读图时代”；在读图时代下，视觉素养已成为青少
年必备的核心素养。而情感性是美术的一个基本品质，如何在小学美术
课堂中提升孩子的视觉素养，并渗透情感教育是大多美术教师的困惑。
以物感人，借图悟情，通过在美术课的学习和活动中让学生再次本能地
融入自己的情感的实施，探究策略，以最平凡的事物、最经典的画面激
发起他们对美好事物的表现欲望和创作的冲动，在自己带有感情的创作
中，视觉会变得更广阔，情感会得到升华，生活中也定会充满真、善、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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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是情感的集中体现，艺术教育对于人的情感的培养和提
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世界越来越
丰富多彩，幼儿期的孩子想法最天真烂漫，然而孩子们随着年龄
的增长，这种天赋与潜力会不经意地被忽略，甚至磨灭，所以，
美术应该回归到它的本位，在学习技能技巧的同时，让学生的每
一幅画里都运用不同的创意，都讲述着不同的故事，在每一笔的
色彩中都融入学生的生活和情感。 

一、直观欣赏进入情感，感受温暖 
生命是最值得歌颂的，它的顽强，它的生生不息，它的温暖

如初，而情感是创作的原动力，是作品的生命力。如蔬菜瓜果是
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是农民伯伯辛勤耕耘的最美见证；我们每
天相伴的日常用品，跟我们朝夕相处，带有我们的温度，默默无
言，却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温暖；我们身边的交通工具，日复一日
地承载着我们去通向便捷美好的生活，而谁又知道它们的疲倦。 

（一）观察、感受生命 
在面对事物或作品时，“眼看”会使学生在视觉上受到撞击，

产生直觉的审美愉悦，以物、以图引入应选择有代表性、经典性
的物品和作品，应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物和高清的图，这样的效
果最佳。 

（二）聆听、热爱生活 
“耳听”能使学生接受审美思想的启示，产生想象的空间及

情感的共鸣，如运用相关视频、小动画、解说等对作品进行解释。 
对生命的热爱的情感其实在的美术中无处不在，无论是鲜活

的的，还是静态的，都值得去静静聆听和感悟。我们的美术教材
就源于生活，就是一个丰富的、现成的情感资源聚集地。在美术
教材中，包含了许多促进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培养
的内容。 

二、美术教学丰富情感，感受纯真 
为了更好地在教学上渗透情感，需要挖掘教材中的情感素

材，利用孩子们生活中的资源进行加工。同时，教师还可以结合
教材，从其他地方补充资源，使美术跟上时代发展。在课堂上，
教师再依据内容选择教学方法，巧用资源，研读教学文本，分析
形式法则，解释作品的涵义，关注作品所传达的情感，加深学生
的情感体验。 

（一）观察、走进自然 
从生活出发，在温暖的春日里一起亲近自然，体会万物复苏

的生机与喜悦，从而体会到劳动的辛苦却又幸福。自然界蔬果有
自己朴素、独特、最纯真的美。 

（二）热爱、崇尚自然 
美术课堂不仅仅是在教室，其实室外的课堂更吸引孩子们，

通过室外的写生更改能提高孩子们绘画的激情。 
教师还可以用感染力的语言引导孩子通过观察、表现，体会

到自然界的淳朴与美好，这时候孩子们就会带着情感去画。 
三、师生交流体现情感，感受美好 
作为美术教师，既要学会分析学生的心理特征，又要指导学

生的情感实践，从艺术品中感受画家所表现的情感和艺术的魅
力，教师通过自己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肢体动作、个性魅力去影
响学生所表现的情绪力量，与学生的交流中不经意地传递给学
生，这对于融合师生的关系，愉悦课堂的氛围，激发学生的情感
体会都很有帮助。 

（一）多角度地体验生活 
带领着学生来到室外，在蔬果成熟的季节，利用蔬果摆一摆

自己的动作，感受丰收的喜悦和生活的美好。 
（二）有创意地表现生活 
秋冬季我们能吃到新鲜的小番茄和草莓，这是科技和大自然

的恩赐，孩子们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带着欣喜和热爱在蔬果
大棚上愉快地进行创作，让它成为充满生机，富有个性的蔬果大
棚。 

（三）有感情地祝福生活 
在元旦来临之际，孩子们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制作出了漂亮的

灯笼，装扮了教室，为节日增添了喜庆的氛围。 
四、画话结合表达情感，感受激情 
通过美术教学来促成学生的情感教育，通过情感教育来优化

美术教学，通过多样性的创作达成美术情感教育。首先要在创作
中给学生更多的空间，尝试各种方法创作，让学生放飞自己的情
感，带着轻松愉快的情绪体验美。其次，激发学生创作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想象是记忆为原材料的智力活动，想象力越丰富，创
造力越强。 

（一）重新认识创意——传统文化的魅力 
学会结合音乐、语言、情境进行表演，在通过目前流行的皮

影寓言故事的引入，感受创意的与时俱进，进而体会中国传统技
艺的博大魅力。 

（二）经典生发创意——内心情感的尊重 
从经典作品出发，用纸浆画独有的立体感和质感表现法国画

家莱热的《静物与吊灯》，体验纸浆画的表现力和情感的色彩。 
（三）材料拓展创意——多元文化的包容 
例如欣赏西班牙画家的现代艺术，从视觉上获得对世界多元

文化的尊重和包容的情感。我们利用丝线缠绕钉子的方式表江南
的古镇，激发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高尚情感。 

话画结合就是一种最直白的方法，在学生创作时，老师可以
用语言述说一个与主题相符的情境，可以带有故事性、戏剧性、
幽默性，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去创想、去体验。 

五、鼓励肯定升华情感，感受超越 
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发掘每件作品独特的魅力，并能对其作

深刻分析，让学生在一次又一次的剖析中发挥创造和想象。鼓励
学生畅所欲言，自由发表个人的想法、思想和情绪，对其情感体
验和审美能力给予充分的理解，与之产生情感互动，以求达到情
感教育的最佳效果。 

（一）感受装饰的乐趣 
在欣赏希瑟艺术时，感受艺术家内心的独特想法，让学生观

察运动鞋和书包，寻找、触摸上面的花纹，体会质感，汲取这些
元素完成有创意的墙绘作品。 

（二）感受社会的和谐 
欣赏尹秀珍的《可携带的城市》，从中感受到了现代装置艺

术的理念，在学习大师的作品之余，我们又进行了作品材料和形
式创新。 

在我们的教学中，需要紧扣素质教育教学的需求，紧扣“以
物感人借图悟情”的分步策略，从直观地感受到个性化地表现到
情感的升华。所以，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对已有教材内容
的整合重组、拓展延伸，完善教学结构、优化教学过程，用美术
学科的内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用生活中带有温度的事物和大
师经典的作品催生学生的美术情感，才能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
美术学习中来，从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提升对图像的感受能
力，放大美术教学的功能效用。在课堂上学生们尽情地释放美术
天赋和绘画才能，凸显美术的视觉性、情感性与创造性。 

希望，在每一次情感的体验中都能让孩子们怀揣着美术的感
觉，主动表达真情实感，使自己的美术作品更具视觉性和穿透力，
更多地带给自己，他人，社会温暖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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