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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素质教育理念强调尊重并培养学生的个性，为学生的差异化发展

提供教学支撑。作为素质教育重要构成的小学美术，亦要结合教学实际

与学生的全面发展实际，实施个性化教学，全面促进学生综合素质能力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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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当下的小学教育教学中，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受到了极大的

关注，在此背景下，小学美术学科的受重视程度也提高了很多。
切实完成好美术小学工作，能够使得学生的个性发展更为健康，
并使得学生的创新能力切实增强。因此说，教师在组织美术教学
之时，要依据实际情况来选用最为合适的教学方法，并对教学内
容予以适当的拓展，重点关注学生个性的养成，激发学生的创新
思想，促使学生全能发展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1 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营造促进学生个性培养 
传统的小学美术教学环境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培养，在课堂上

教师经常用死板的方式进行教学，一味地强调要听老师的话，这
种教学模式存在许多问题，使得学生的个性和思维能力得不到好
的培养。因此，在小学美术教学活动中，教师要营造良好的教学
环境，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学生要多鼓励、少批评，使得
小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可以充分发挥，使得学生在学习中
感受到轻松和快乐，这样学生才会爱上学习，喜欢表达自己的看
法和意见，使得自身个性健康快速地发展，在教学活动中，教师
要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确保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了解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生活问题，对学生在学习上的进步，教师
要给予一定的鼓励和肯定，让学生感受到教师对每个学生的关
爱，使得学生真正地信任教师，愿意对教师敞开心扉，教师就可
以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方案，使得学生的个性得到充
分发展。 

2 基于个体特点的因材施教促进学生个性培养 
不同的孩子性格往往也会不同，教师是难以对性格予以改

变，因而在展开教学之时，则要从学生的个性特点出发，确保教
学具有针对性。比方说，有些学生的个性是较为活泼的，其绘画
作品就会显得十分粗犷，表现力也是较为突出的，然而其对于细
节方面的并不是十分关注，在思考上也显得较为浅显。还有一些
学生的性格是较为内敛的，其在绘画之时所要花费的时间比较
多，对事物的认知也显得更加深刻，在绘画之时通常会反复进行
修改，确保色彩能够显得匀称，然而其绘画作品中却很难彰显出
艺术张力。学生的个性不同，在绘画作品中所呈现出的特点也就
有一定的差异，因而在展开教学之时，就要依据学生的个性来展
开赋有针对性的训练，要依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来对整个教学流程
予以设计，确保学生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个性特征来进行创造，
使得学生的艺术潜力能够充分展现出来。 

3 生活化教学中促进学生个性培养 
艺术和生活的关联性是十分紧密的，没有生活的话，艺术也

就无法存在。在展开美术教学之时，就是要将生活当中美的元素
充分展现出来。对于广大美术教师来说，在引导学生学习相关知
识点之时，必须要将生活当中的一些元素引入到课堂之中，如此
可使得学生对美术的价值形成正确的认知，同时还可使得学生对
生活的关注度持续提升，学生的人文意识能够得到增强。而当学
生对生活的感知更为全面，更加深刻之时，其个性成长也就能够
更为健康。 

比方说，在展开“寻找美丽”教学之时，因为学生对“美丽”
这个概念的认知是较为肤浅的，而且很难将其和朴素的生活联系
起来，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学生将一些个人感受到美
丽的物品带到课堂之中，并让学生进行展示、介绍，教师和学生
一起来进行讨论。如此一来，课堂教学就会显得充满活力，学生
参与学习的态度就会变得更为积极，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对美的

认知就会变得更为深入，能够明白生活与美的紧密关系。 
4 美术鉴赏过程中促进学生个性培养 
美术作品的鉴赏学习是美术教学的重要环节，美术教师在引

导学生进行艺术品鉴赏的时候其实是在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
兴趣。一些美术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美术作品鉴赏时，自身就出
现了价值偏差，教学意识出现错误。“美”是以一个相对的概念，
有些教师认为大家所公认的美一定是美的，如果学生对作品有不
一样的看法，那就是学生没有审美。这样的教学思想不利于学生
审美兴趣的培养。“美”的定义有很多，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
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审美本身就是一种主观感受，是作品鉴赏中
产生的心灵共鸣。在美术作品赏析的过程中应该尊重学生的观
点，重视引导学生的审美感觉，但不可强求一致。 

笔者在一次泥塑作品的欣赏过程中，找来一些泥人作品供学
生鉴赏。许多学生都喜欢生动、漂亮的泥人作品，而有一个学生
一直在看一个不很显眼的泥娃娃。这是一个普通的 Q 版泥娃娃，
是一个女童，手中抱着硕大的水壶，体态后倾，眉眼充满了笑意。
老师注意到学生的情况后，便上前询问：喜欢这个泥塑作品吗？
学生回答喜欢，但问到喜欢的原因时，学生说不出来。于是就引
导学生不用刻意去组织语言，就对看到的泥塑说出自己的直观看
法就可以。教师就可以引导质朴、大巧不工也是一种美。 

5 实践教学活动中促进学生个性培养 
在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个性，不仅需要学生具有丰富的想

象力与创造力，而且需要学生对美术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当重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对美
术学习始终保持好奇心，提高学生的美术学习能力，帮助学生将
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绘画中。 

例如，在教学《走进大自然》的内容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
到郊外，让他们体会亲临大自然的感觉。同时，教师要求学生对
大自然仔细观察，如观察植物叶片与花朵的颜色、大树枝丫的生
长趋势、小动物的皮毛颜色等，然后让学生写生，要求学生把在
大自然中的所见、所感用画笔描述出来。学生在这样新奇的环境
中，必然会迫不及待地想通过绘画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教学，
既激发了学生的美术学习兴趣，又使学生兴趣盎然地进行绘画。 

结语： 
总而言之，小学美术承担着文化学科不具有的教学作用，教

师要注重教学策略的选择，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个
性化的培养，进而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与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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