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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发现美  欣赏美  创造美 
——谈小学劳技教学中的美育 

◆顾婷婷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湘城小学） 

 
摘要：在二十一世纪的新时代里，人的各方面素质都在不断提高，而审

美素质更是每个人的基本素质。在劳技教学中加强审美情趣的培养，使

学生具有正确的审美观点和高尚的审美情趣，潜移默化地使他们在思想

品质、道德情操各方面健康成长，从而提高他们自身的素质和修养，达

到了劳技课教学的目的。本文阐述了如何在课堂中开展审美教育，包括

创设审美境、激发审美情趣、增设审美评价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以及课

堂实践中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劳技教学；审美情趣；教学评价 

 

 

《教育学》中有句话“要注重学生的德、智、体、美、劳综
合发展?”可见美育对于学生的人格的完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审美教育具有多方面的育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对学生进行全面
发展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劳技教学中，利用艺术美对学生实
施审美教育，用美的形象叩动学生的心灵，培养学生感受美、鉴
赏美、评价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本文谈谈在劳技教学中如何进行
审美教育。 

一、创设审美情境 
教育家马卡连柯说：“美是 大的磁力，美的追求是一种

好的动力。”在教学过程中创设一定的审美教学情境，对教学效
果是非常有益的。这里所说的教学情境包括师生的心境和教学情
景。教师调整好心态进入角色，以自身的投入激发学生的审美情
趣，努力营造一种“美”的课堂气氛。同时，教师可以设计准备
一些教具，给学生欣赏，让学生感受到美，或用作品布置优美的
教学环境，让学生进入审美的教学情境中。 

如教《泥条盘笔筒》一课时，课前我用各种颜色的彩泥在纸
盘子中盘出精美的图案，并安上支架，看上去俨然一个买来的工
艺品，一上课，我就问：同学们，这个作品美吗?你们知道上面
的图案是用什么做的吗?学生在观察、猜测、欣赏中体会到了美，
感受到美就在我们的创造中。 

再如，在《中国结——吉祥结》一课教学中，课前我在劳动
教室挂好各种各样的中国结——吉祥结，这些吉祥结有的挂在黑
板四周，有的在屋顶上交叉悬挂，许多地方还垂下一些别致新颖
的小饰物。学生一进门，便被眼前五颜六色的吉祥结深深吸引住
了，他们一边惊叹，一边赞扬：“真是太好看了。”然后我就说：
“这就是我们这堂课要学做的《中国结——吉祥结》，你们想不
想学呀?”学生在感受美的同时，个个跃跃欲试，就这样激发了
学生创造美的情感。 

二、激发审美情趣 
在美的教学情境中，自然而然地激发了学生的审美情趣。这

里的激发审美情趣，指的是学生能感受到美，从而激发他们的创
作激情。情感是审美心理中 为活跃的因素，它既使审美过程浸
染情感色彩，又能推动其心理因素发展。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的
主观情感与教育同步，教学效果自然很好。具体体现在教学过程
中。 

1．在选材时：要先让学生感受到制作对象的美，才能让他
们有制作的欲望。材料的美能激发创造的情趣。如风筝的美在于
它能飞、颜色鲜艳、造型别致三方面，学生可以从这三方面中去
做。而这些风筝只是用一些简单的竹片、线和纸、颜料。有的学
生非常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风筝，然后去模仿。模仿以后就会创
造出更美更简洁的风筝来。在《拉花》一课指导学生采用彩色纸
进行拉花时，首先要培养学生用眼睛去感受，再引导学生抓住美
的感受、美的本质，充分发挥审美想象力，再借助手的灵巧来表
现。 

2．在制作过程中：运用美学的知识，直接影响作品的制作
效果，从而激发创造美的激情。在教学中，我把美学知识中的对
比、渐变、均衡与对称，多样与统一等原理，讲解给同学们，要

他们运用到制作中去。在学习《中国结——吉祥结》这一课时，
有一位同学把色彩学中的渐变原理运用到制作中。别的同学都是
单色的，只有他是变幻的色彩，做出的效果自然非常好。还有位
同学在剪纸这课时，把纸的两边作成对比的两种图形。学生在运
用美学的知识的时候，激发了他们的审美情趣，从而创造出更美
好的作品。 

三、增设审美评价 
在传统的劳技教学评价中，我们往往侧重于技术方面，所做

的作品牢固程度、光滑程度、比例是否合适等等，对美的评价比
较弱。而评价教学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影响着制作时的心态和
目的。增设美的评价，对劳技作品的高度和深度有着极为重要的
影响。同时，劳技作品也是工艺美术品，就必须要有审美的评价，
才能使劳技作品更趋完善。在教学过程中，我时常引导学生作审
美的评价、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三方面结合。 

学生可从造型、色彩、创意三方面对自己和他人进行审美评
价，也可以从比例、光滑度、牢固度这三方面进行技术评价。审
美评价和技术评价相结合，即是学生的劳技作品评价的综合。由
于评价格局的改变，学生更注重审美方面。这样，劳技作品更趋
向于艺术品，从而提高了劳技课的质量和层次。 

在教学评价中，教师和学生存在着知识和经验的差异，这些
都会影响审美判断和评价，故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修养和丰富的
知识，理解作品形式和内容 普遍的意义，以宽容的态度容纳学
生的感受和评价，启发引导学生以审美意识去感知作品，将日常
情感升华至审美的判断。 

四、拥有审美能力 
审美能力是指学生能自己对美的事物有辨别能力。人的审美

能力不是与生俱来，必须经过反复实践，在实践中培育。为了培
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我们积极组织引导学生评价劳动场面、劳动
形态、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的美。例如：在制作硬纸板盒的劳动
过程中，老师示范以后，即让两个学生操作表演，其他同学观察，
老师适时组织评价，谁的作品形态 正确、 美。然后全班同学
分组实践，分组矫正评价。再如：同学们在家务劳动中学习叠放
衣服，老师首先讲解示范，再让平时在自我服务劳动中做得较好
的同学操作表演，其他同学进行观察，老师适时进行指导评价，
谁的动作灵活、操作方法正确、衣服叠得漂亮。然后全班学生分
组实践，相互纠正、评价、学习。虽然大部分学生都是初学，笨
手笨脚，可是在他们的心里觉得第一次学会叠衣服却特别高
兴．当然这对部分自理能力较强的学生来说是平淡的，而对那些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学生来说却不是寻常的。这时，老师顺势
引导、教育学生要养成自我服务劳动的好习惯，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家务劳动，益德又益智。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也
造就了学生的良好品德，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耐
挫力。在学生完成某项制作成果时，我们将学生的作品展出，组
织学生评价其造型、色彩美。这样，在劳动实践过程中，学生的
审美能力得到了提高，创造美的心情也愈加高涨。 

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不仅体现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而是
更突出地落实在学生的实践活动中去艺术大师罗丹讲过“美是到
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教
学巾的教是为了不教。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学生单纯地模
仿，而是通过一定的教学情境，让学生拥有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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