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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美术教学中教师如何把握示范“度” 
◆李雪梅 

（艺术实验学校  四川乐山市  614000） 

 
摘要：当今教育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美育在教育中

占着一席之地。对于未成年的小学生来说，美育更加重要，从小熏陶和

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感和趣味，会对小学生将来漫长一生产生不可看

见的重要影响。由于美术教学的直观性，在美术教学的过程中离不开教

师示范，没有示范的美术教育只能是失败的教育。然而如果一味地示范，

让学生进行模仿，那么又会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在摇篮中，同样也会成为

一种失败的教育。在美术教育与示范中，该如何把握示范“度”，如何不

过之?如何不不及?如何做到中间的平衡点，是所有美术老师都必须重视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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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术教学作为陶冶学生艺术情操的一门课程，在学生的全面

发展中起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而对于那些刚刚步入学堂不久
的小学生，美术课更是他们喜爱的一门课程。对于小学生的美术
教育，由于美术学科自身的直观性，常常许多老师误将小学美术
课上成了老师示范，学生模仿的课程，扼杀了学生的天性和创造
力。这无疑是一种失败的美术教育。而对于刚刚步入学堂不久的
小学生，美术教学也不可能过多地讲解美术理论。首先学生根本
听不懂，其次这样会将美术课变成一门枯燥和他们讨厌的课程，
这样也是一种失败。那么在教师的示范度中，就应当有一种取舍
和把握，来达到美术课堂教学最佳的平衡点。 

作为小学美术教师的我，深深地热爱自己的学生，深深地热
爱小学美术教育教学事业，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尽自己的绵
薄之力，为现如今的美术教学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微薄贡献。 

一、当今小学美术教学过程中的课堂示范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一）过度示范 
多年的教育经验中我发现，许多小学生上美术课都是欢呼雀

跃的。在老师一走进教师，他们就兴奋、急切地问，老师今天教
他们画什么。 

在美术教学课堂上，常常是老师在上面画，然后让学生跟着
模仿。这是普遍的美术课堂教学方式，这也是一种过度示范的美
术教学。学生们观看老师绘画，熟记老师绘画的步骤，然后对此
绘画进行模仿，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中，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孩子
是充满想象力的，孩子是喜欢幻想的，我们在美育过程中，却不
自觉地扼杀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他们千篇一律地模仿、
死记，成为老师的模仿者。这不是美育的本质，也不是开设美术
课的目的所在。这样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作品，不过
是没有自我的影子。 

长期下来，学生更是会养成思维和创造能力上的惰性，不愿
意再自己思考，不愿意再自己创造了。久而久之，这对学生天赋
是一场不见血的残酷扼杀！ 

（二）美术技能弱化、淡化 
不可否认，每一门学科都是由理论和实践构成的。理论与实

践的关系紧密，不可分离，互相依存。在一门学科的教学过程中，
更是在讲解理论的时候不能离开实践，在进行实践的时候不能脱
离理论。许多美术老师认为学生还小，不会懂得美术理论，不会
理解美术原理，或者另一方面是出于美术教师自身的惰性，在美

术课堂上，很少有老师会讲理论，大多数教师在美术课堂上只字
不提理论。 

因为理论在美术课堂教学过程中缺席，美术技能的教学常常
也跟着缺失了。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门技艺，都是讲究技巧和
方法的。对美术技能的弱化、淡化，只会降低小学生的美术学习
能力，也影响他们今后的美术学习。这是我过美术教学存在的又
一个普遍问题。 

（三）学生美术学习效果被老师忽略，美术示范教学成为一
种形式 

因为美术课只是学校开设的所有课程中课时十分少的一节，
因为所谓的素质教育还没有脱离应试教育的影响，因为在小学升
初中的考试中，不考美术。因而，美术课成了许多人眼中的副科，
“豆芽课”。学校和学生家长对美术课的不重视，使得美术教学
中出现了又一个问题，使得美育成为了一种形式。 

美术示范教学并不是简单的老师示范，学生模仿，就能完成
的一项学习课程。因为不受重视，美术老师在美术课堂上常常将
示范性教学看作一种固定的程序，上课只是依葫芦画瓢地走一遍
程序。这样情况下的小学美术课堂教学，使得美术示范教学仅仅
成为了一种形式。而老师对学生学习效果也常常并不重视。 

二、对当今小学美术教学过程中的课堂示范普遍性问题的对
策 

美术课的示范性教学，应当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来确定美
术课堂教师示范教学的度和量。对于小学生的美术课堂教学示范
度的把握，如果遇到较难的问题，或者是遇到学生普遍动手能力
差的课程内容，在这样的问题情况下，不妨加大教师示范“度”。
在这时，由老师带领着学生去解决问题，由老师带领着学生学习，
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对于较简单的美术课程内容，则应该降低教
师的示范“度”，让学生自己学习，激发他们的动手能力，想象
力，创造力。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不是千篇一律的模仿者，
每一个学生都应该保留他自身的个性和特色。孩子的天赋是教学
中不应该扼杀的可贵品质，是每一个老师都应该尽力保护的。这
样才是对每一个小学生负责，对每一个学生的未来负责，对学生
的全面发展负责。 

学无定法，教无定法。小学教育的美术课堂，面对的是全体
学生。可是，学生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性。有的学生动手能力强
而模仿能力弱，有的学生模仿能力弱而动手能力强，等等。在这
样的集体教学中，除了面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的共同教育之外，
该应该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对不同的学生，示范度应
当做适当的调整。 

比如，对于喜欢画画，却总是画不好，总是慢半拍的个别小
学生，他的动手能力较差，自己不习惯创造，在这时候老师可以
多关心他，对他多做指导，需要的时候可以做示范教他。慢慢地，
让他走上学习的正规之中，赶上全班同学的教学进程。 

不能用固定的标准衡量事物，适量适度的示范具有良好的效
果，教师把握好示范度，美术课堂教学就能达到“润物细无声”
的成功效果。示范只是教育的一种形式，一种外在的形，学生的
创造力才是教育的神。总之，只有教师把握好示范度，美术课堂
教学才会神形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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