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实践 

初中美术教学中的情意教育分析 
◆赵育泽  任文洁  吴梓源 

（大连工业大学  辽宁省大连市  116034） 

 
摘要：美术教学中的情意教育就是在教师教与学生学的过程中融情于意。

教师要让学生在美术特定的情境中体验情感，感悟寓意，从而对美术学

习产生兴趣，接受知识，陶冶情操。初中美术情意教育应从环境和体验
两大方面入手，教师应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教材中的情意因素，让学生

感知并体验美术的“美”。在美术教学中，教师应给予学生自主创作的机

会，让他们在创作中体验“情意”；为学生提供欣赏的机会，让他们在欣
赏中体验“情意”；实施多元化评价，让学生在评价中体验“情意”，真

正体验到学习美术知识是一种“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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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学中的情意教育强调的是学生对情感、审美、情操的
个性化体验，注重“美”的教育，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教师
通过感知———体验的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美术思维能力、创
新能力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唤起学生对美术的热爱之情，感受
美术带来的“情意”和“美”。 

一、在环境创设中渗透情意教育，感知“美术”的“美” 
要让学生感知“美术”的“情意”和“美术”的“美”，单

纯依靠课堂学习绘画技巧是不够的，一个良好的熏陶环境创设也
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教室的环境创设，学生接触最多的地方就
是教室，教师可以考虑在教室里搭建一块美术园地，把平日里学
生创作的优秀作品置于墙上，供学生欣赏。例如，教师可以不定
期给出一个主题，让学生自主完善这块美术园地，可以是雕刻作
品，也可以是绘画作品，还可以是折纸作品等。例如，每年 5 月
份的母亲节，我布置了“母亲的爱”主题活动，让学生自主发挥、
创作，有的学生把他与母亲之间浓浓的爱画了出来，有的学生制
作了小卡片，形式多样，学生仿佛置身于“爱”的海洋。在这一
过程中，学生受到环境“耳濡目染”的熏陶，有助于学生对“美
术”的“情意”和作品中要表达的“美”有更加深刻的感知。另
一方面是学习环境的创设，以往的初中美术教学不受重视，通常
教师让学生临摹教材中的某幅画，就算是完成任务，以学生画得
像不像为评判的标准，营造了一种压抑、枯燥乏味的学习氛围。
情意教育强调的是发展学生的能力，而能力的发展离不开一个轻
松愉快的学习环境，教师要让学生能够无拘无束地享受“美”，
感知“美”。 

二、初中美术教学渗透情感教育的方法 
1.教师应提高自身素养，树立榜样 
教师能够为学生提供榜样作用，教师的人格魅力会潜移默化

地影响学生。如果教师在工作时比较敬业，那么其优秀的人格魅
力就会影响学生的具体行为。教师拥有优秀的道德品质，会给学
生创造优秀的学习氛围，从而使学生树立乐观、积极的态度，进
而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素养。情感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教师从自身的言语、行为出发，不断要求自己，使这种影响润物
细无声地融入学生的生活，从而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比教师
直接教给学生一些大道理更有效。所以，教师在美术教学中一定
要结合学生的特点、教学内容与目标进行恰当地情感渗透，培养
学生的美感体验。同时，教师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修养，确保
树立严谨、认真的教学态度，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不断提
升学生的道德修养。 

2.合理使用多媒体教学，提高教学效率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多媒体技术已经

逐步运用到课堂教学当中。在进行情感教育的同时配上音乐营造
氛围，让学生更快融入课堂教学。同时搭配符合主题的图片、视
频，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情感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影响的教学，在这个过程中，学生
能够最大限度地融入其中并且亲身体会其中的深刻含义，这样学
生才能最有效果地吸收。与此同时，情感教育的宗旨就是以学生
为课堂的主人公，以实际生活为出发点让学生受到感染，发展学
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美术素养，有

利于扎实学生的美术基础。 
3.挖掘情感资源，产生情感共鸣 
教师应充分考虑到学生实际的鉴赏水平与学习状况，结合实

际为学生挑选出符合其年龄与水平的画作。教师对于画作中所体
现的情感要有准确了解，在为学生讲解过程中要注意自身的语言
逻辑，不能照本宣科。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应积极与学生交流，及
时接收学生的问题，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
度。教师选取的画作应符合学生水平，引导学生充分挖掘作品中
表达的情感，让学生在欣赏画作的过程中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4.教师要适时的转变观念 
初中美术老师在进行美术教学时，要严格地落实新课改的要

求，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改变教学观念，在教学中既要培
养学生的技能，教给学生基础的知识，也要把学生的情感教育重
视起来，不要限制学生们的思想。应该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
把学生们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把学生看作
是各种学习活动中的主角，尊重学生的情感和思想，调动他们学
习的积极性。例如：在欣赏美术作品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先谈一
谈对作品相关的一些看法，说一说自己所知道的与美术相关的知
识，要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这样也有利于拉近教师与学生
之间的距离。融入了情感教育的美术教学不但能激发学生们的积
极情感，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还能为学生提供非常广阔的表
现空间，为学生将来的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5.利用课外实践活动 
所有的学生都需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生活学习态度，然而

积极、向上的生活学习态度源于对生活中美的发现。那么，为了
使学生能够积极有效地感悟身边的一切积极因素，并形成良好的
自我情感调控能力，教师需要做的是在课外实践活动中不断引导
学生学会发现。例如，当学生在学习中国民间美术内容时，教师
可以让学生亲身感受民间的艺术，如剪纸、窗花、年画等民间艺
术形式。这些民间艺术蕴含了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将美术的实
用性和审美性高度结合，将实际的美术形式融入课堂之中，这些
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成功塑造学生积极乐观的生
活态度。 

三、结语 
实践表明，“情意教育”展示了它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独有的

价值。实施“情意教育”可以使学生学习美术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得到有效提高，在环境的熏陶下，在自我创作、欣赏、评价的过
程中，学生有了自主思考、自主创新的机会，美术思考能力、创
新能力、个性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学生在主题要求下想怎么创
作就怎么创作，摆脱了以往受教师思维束缚的局面。与此同时，
在“情意教育”这个过程中，学生也真正地感受并体验到了美术
带来的“美”和“情意”，感受到了同学与同学之间合作交流之
“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爱之“美”。因此，我认为初中教师
应该合理、恰当、科学地运用“情意教育”，让学生体验到学习
美术知识是一种“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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