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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新课程下美术课如何激发学生的美术兴趣 
◆郭  勇 

（湖北宜昌市远安旧县镇中学  444205） 

 
美育是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美术课是对学生

进行美育的重要途径，对于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具有重要作用。
美术教育不但能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而且对学生的观察力、想
象力、创造力的培养和发展都有非常大的作用。近几年来新课程
和新课标的实施，美术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在部分农村中
小学美术教育依然是薄弱课程。 

通过对我校的部分学生从幼儿到初中阶段对美术的爱好、认
知理解，以及家长态度、学校课程开设情况、教师的师资教法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问卷调查，总结出的数据是惊人的：幼儿期间，
孩子喜欢画画的占调查人数的 99%；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三年级
下降到 95%；到五年级下降到 78%；到了初中出现严重的分化，
对美术有兴趣的只能达到 60%；几年的义务教育，为什么使我们
的学生对美术的兴趣下降了如此地步呢？ 

经过分析，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因素； 
过分重视智力开发，忽视学生兴趣：在孩子入学前，多数家

长以孩子能画画为荣而给予鼓励和夸奖，入学后则以学生的学习
成绩来衡量孩子，这就使孩子错误的认为学习成绩是主要的，兴
趣爱好是次要的，于是本来的天性被慢慢扼杀。就形成了这样的
社会环境：画画是玩，学习成绩是重要的。只要求孩子文化课成
绩好，忽略了对孩子各种能力、兴趣的培养，强制其学习尚不感
兴趣的文化知识，这样就扼杀了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 

学校片面强调升学率，忽视学生全面发展：在农村很多学校
没有专业美术教师，在前几年应试教育的约束下，学校多注重学
生成绩和学校的升学率，很多学校不开设美术课或者是虚设美术
课。现在虽然有很大转变，但许多学校的教育意识仍然没有转变，
许多教师的教学方法还没有改变，上美术课时，因缺乏资料，或
图省事，只教学生临摹作品，课堂气氛低沉，讲课呆板，这些都
是学生失去兴趣的重要原因，都局限了学生的思维发展和兴趣培
养。 

在素质教育的今天，美育是不能忽略的，那么该如何来培养
农村学生的美术兴趣，提高学生创造能力？学校外部因素是大环
境，我们很难改变，但是作为教师我们应该从自身做起，改变内
因，转变教学观念，从课堂抓起，培养学生兴趣。 

一、了解学生心理，培养兴趣 
我们应该多了解学生的思维特点。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认

知事物有密切的关系，美术教育是学生身体发展水平、知觉能力、
情感态度和生活经验的自然产物，美术是学生认识世界过程中的
一种表现。需要对事物的认识表达时就有画画描述的冲动，看到
有感染力的作品就会受到鼓舞。比如当有老师要求画周围同学头
像时，总会有个别学生提出要自己找“模特”画，有的还要画自
己的家人，有的要画书上的图片，有的甚至要画只小动物。我们
分析一下这些学生的想法，要求自己找“模特”的可能觉得自己
能画的更好；要求画自己家人的是因为他 熟悉，能画象；要求
画书上的和动物的同学可能是因为不自信，怕自己画不好人头像
而要画自己拿手的。如果这时教师大怒，以不按老师要求做作业
和无理扰乱课堂批评的话，就使学生的绘画热情受到挫伤。因而
应该给他们创作自由，让学生从兴趣开始，可以先画自己喜欢的，
兴趣往往会产生“阶段性”的成果，我们要把握好学生所取得的
成绩，及时的给予表扬和肯定，再画教师布置的作业，使学生乘
胜进步。教师只有了解学生心理，正确的引导，才能培养其兴趣，
提高创新能力。 

二、转变教学观念，提高学生意识 
因为农村教学条件的限制和教师水平的差异，使农村的美术

教育参差不齐，美术教师的个人意识也有差异，我们的美术课并
不是把学生培养成画家、美术家，也不是为了应付一节课或者是
简单的哄孩子玩。要在学习过程中陶冶情操，培养学生各种能力，
提高审美意识。因此在课堂教学中，也不能以太高的标准来评价
学生。而是看在画中是否真实反映了学生的内心感受，是否有独
特性、创造性的表现。要多给予肯定的表扬，少有指责。观念的

转变是教学的指导思想，教师不能认为美术是不重要的课程，更
不能有副科意识。美术联系其他各学科，渗透各学科，体现在生
活的衣食住行中，教师要转变观念，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审美能
力，才能培养学生的美术兴趣，提高学生的审美知识和意识，才
能达到美育的目的。 

三、改变课堂教学模式，激发兴趣 
1、改变教学方法 
过去有教师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教书非常“认真”，教

法简单化，墨守常规，枯燥呆板限制了学生思维发展，以至学生
失去兴趣，限制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发展。所以，课
堂教学方法必须改革，必须激发学生的兴趣。 

以新激趣：学生普遍具有一种猎奇心理。新奇的东西往往会
激起他们探索事物的强烈欲望，这就要求教师挖掘教学内容的新
意，使之有新鲜感。如在上《多彩的风景》一课时，把三原色中
两种颜色相调和，就会出现另一种颜色，这一变化，学生没有见
过，觉得很新奇，很好玩，兴趣顿生。教师可利用这一效果，让
学生自己动手，调一调不同颜色混后出现的新颜色， 后让学生
自己去发现规律，得出结论。   

以情激趣：根据学生兴趣特点与认知的规律，努力为学生创
造一个轻松愉快，有趣味的学习环境和气氛，消除学生心中的学
习压力，使学生感到学习没有负担，是一种享受，一种娱乐。 

比如八年级的《与罗丹游戏》一课，我们的学生没有条件用
橡皮泥来做雕塑练习，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农村的条件来上，不妨
让他们再回到儿童的玩“泥巴”时代，让他们自己动手去挖红泥，
让他们在课堂上由老师引导从儿时的“捏娃娃”游戏开始讲解雕
塑，使学生更真实的感受到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这样的课堂才是培养农村孩子兴趣的乐园，这样让学生在兴趣中
吸取知识和掌握技能，就能收到 佳学习效果，充分发挥课堂活
跃的优势作用。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构图
能力。现代化教育不能局限在死板的传授知识，应该是以兴趣为
引导，利用情景教学的模式创设兴趣的课堂氛围，达到美育的目
的。学生兴趣与教学方法密切相关，美术教育要靠得当的教学方
法去完成。所以要根据教材，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来
活跃课堂，激发学生的兴趣。 

2、充分利用现有设备，直观教学。 
只有搞好课堂教学，才能大面积提高学生美术知识水平，培

养学生的创作能力。教师上美术课时，总不能天天“游戏”，长
了也呆板，使美术课单一枯燥。要搞好课堂教学，我们还要利用
现有设备，培养学生兴趣，上好美术课。 

“兴趣是 好的老师”，如果学生没有兴趣，被动地学习，
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现在上美术课的主要问题是相关教材资料缺
乏设备不齐。特别是欣赏课，有些作品经过几次印刷，色彩效果
差，图片资料又不多，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也就不能激发学生
的美感。因此运用现有的教学设备来补充就非常有必要。通过自
己找些资料，如挂图、画册、录象、幻灯、光碟等，让学生观看
欣赏。通过声音、图像、音乐刺激学生，激发学生兴趣。通过生
动丰富的素材资料，将学生从课堂枯燥的说教中解脱出来。只有
通过大量作品欣赏，教学示范，才能使学生增加感性的认识，才
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学生在不断的艺术熏陶中，才能提高自己的
创新能力。 

3、课堂教学内容适中，训练有层次。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分层次训练，不要把学生划在同

一线上，可以根据学生的能力分不同的层次进行要求。分层要求
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生的兴趣。 

现阶段，乘新课程改革之机，要根据农村学校的实际情况，
教师从自身出发，了解学生，转变观念，利用各种教学方法和教
学工具，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艺术素质，激发他们的兴趣，努力提
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