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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皮亚杰认为：“游戏、竞赛等活动最

适合儿童的心理特点。”通过学生喜欢的“游戏”环节，可以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满足他们爱玩、好动的心理需求，激发他们情感进而使美术课

堂上妙趣横生，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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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游戏教学在美术课堂中的优势 
一堂优秀的美术课，会让学生在轻松自由的教学氛围中释放

自己的心灵，在自主探究的过程中完成学习任务并达到目标，这
也是游戏教学的优势所在。 

1、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爱玩是这个年龄段学生的天性，而游戏是学生喜爱的活动方

式，学生参与积极性极高。在游戏教学中，学生心情会处于愉快
状态，生动有趣的游戏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为学生提供了丰富
的创造素材，并钩起学生学习的好奇心，进而学生会有很大的学
习兴趣和创作热情，在课堂中便会自动自愿地去学习。美术课堂
的游戏教学让学生在快乐的游戏中能感受到美，还能学会利用各
种手段表现美、创设美。 

2、活跃了课堂的气氛，创设生动的教学情景 
在美术教学中，游戏以其独特的形式、较强的趣味性和挑战

性深受学生的喜爱。生动有趣的游戏使课堂充满了活泼快乐的气
息，这种气息感染了所有学生使学生从中受到感化和熏陶，从而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提高其学习活动的积极性；这种气息感染
了整个课堂，活跃了课堂气氛，为学生创设了生动的教学情景。
根据这一特点，教师更应该把活泼的游戏融入到美术课堂中，让
学生在游戏的参与中感受和理解真、善、美，获得美的享受，陶
冶其情操。 

3、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美术课程不仅作为美育的一个重要门类存在，而且美术课程

本身就包含情感与理性的因素、脑力与体力的因素，并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因此，在美术教学中运用生动有趣的游戏，可以营
造良好的探究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对新知识的渴望，并让学生从
无意识的“玩”到有意识的“玩”，激发学生好奇心，培养学生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体验一种“精神探险”所带来的乐趣。比如
“猜谜游戏”、“竞技游戏”、“表演游戏”等，都能鼓励学生的各
种猜想和幻想。 

4、培养学生合作学习能力 
在游戏教学中，游戏成了学生互动的主要活动形式，群体性

的游戏活动使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学会与同伴合作完成游戏，学
生会意识到靠个人的能力是不能完成游戏任务的，只有通过与同
伴合作学习，才能完成游戏并赢得胜利。因此，群体性的游戏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还能帮助学生增强对自己
和集体的责任感，并能认识到自己任务完成与否直接影响“集体”
的利益。这样合作学习就成了游戏教学的一种基本且重要的方
式。学生们在游戏合作的过程中体会到团队的重要性，从而形成
相互合作、共同进步的意识。 

二、美术教学与游戏的结合 
教育与游戏就活动的本质来说是两种不同的活动。游戏是一

种不受外力约束的、游戏者自发自选的活动，是由内在动机控制
下的游戏者之间平等的自主活动；与游戏相比，教育则表现为一
种有目的、有计划地由教师对学生施加影响的活动。当教育和游
戏两者结合起来，落实到美术教育的实践中, 则会产生意想不到
的效果。美术教育与游戏的结合，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游
戏和美术教学的融合，一是游戏和美术教学的转化。 

游戏和美术教学的融合，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朝着同一
个方向和目标，进行游戏教学活动。游戏可以是美术教学的先导
活动，学生在游戏中获得相关经验之后，教师再进行的教学将成
为在游戏中获取经验基础上的理性升华。学生的经验越丰富，教
师在教学中就更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游戏也可以是美术教学
的后继活动，学生在美术教学过程中获得的新知识和技能后，可
以通过游戏过程进行多种尝试和灵活运用，以获得充分的发展，
更能进一步巩固新知识和技能。 

游戏和美术教学的转化，是学生在教师以美术教育目标下进
行学习的过程，转变为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学习的过程，使学
生在美术学习中体验到游戏的乐趣。这一转化就是学生在变外在
要求为内在动力，变压力为兴趣，变被动为主动。 

在七年级上册《新伙伴》一课中，《斗牛士之歌》在偌大的
课室中响起，又粗又大的拔河绳横躺在课室中央，学生伴随着音
乐走进课堂，激昂的音乐、粗大的麻绳让大家既惊讶又好奇，麻
绳怎么会出现在课室？那么激昂的音乐是要我们跳舞吗？美术
课要变成音乐课还是体育课了？一个一个的问题在学生脑海中
浮现出来，课室里一切的变化都吸引着学生的注意力，马上让学
生进入了情景。 

“同学们，没见几天又长高了，你们适应新的环境能力不错
啊！” 

“那是当然的！” 
“但长高了不代表力气也长了，为了展示你们的能力，我特

地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小比赛：拔河。看谁是我们班的大力士。” 
教师短短的几句话就激起了学生的兴趣和斗志，比赛开始

了，呐喊声、口号声充满了整个课堂……过了一会了，比赛结束
了，胜利的队伍在欢呼喝彩，失败的队伍当然为此不服气，这时
教师抛出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谁能总结
一下？”同学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觉得是站位的方法不一
样，一队是直的一队是弯的。”“我觉得他们是在身体的倾斜度上
占了优势。”“我认为是……”最后教师就拔河的姿势展开了研究：
“请一位同学用简单的线条把你认为最佳的拔河姿态画在黑板
上……”人体的比例、关节、动态线自然而然地成了同学们学习
的内容。 

教师在《新伙伴》一课中把游戏和美术教学结合地天衣无缝，
游戏和美术教学从融合到转化，激起学生学习的最大兴趣，学生
学习变外在要求为内在动力，变被动为主动，同时体验到游戏给
美术学习带来的乐趣，给课堂带来了最大的效益。 

三、游戏教学的拓展性 
课堂游戏除了对课堂教学内容学习和运用外，还应该注意对

其他相关知识、技能的学习和运用，这就是游戏教学的拓展性。
美术是一门多方位发展的学科，所涉及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如
通过拔河游戏，可以了解到人体动作的线条；通过猜物体外表纹
路的游戏，可以认识到自然生物发展的多样性；通过舞蹈表演游
戏，可以感受到音乐舞蹈的美。实践证明，在各种游戏兴趣的驱
使下和游戏氛围的作用下，学生们更乐于对游戏教学内容相关知
识技能的学习，更勤于对游戏活动所产生的相关问题的思考，所
以在游戏教学中，我们应该充分挖掘游戏活动的内涵，拓展游戏
活动的外延，让学生能够在快乐的情境中顺其自然地学习到更多
的知识技能。 

美术教育是以愉悦学生的感受和使其积极体验、参与为出发
点，以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为目的的基础素质教育。在美术教学
中，游戏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仅能激发学生对美
术课的热情，活跃课堂的教学氛围，还能开启学生的美术创作之
门，让学生爱上美术、乐学美术，充分领悟美术的无穷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