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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学形式　激发美术兴趣
邹灿英

湖北省嘉鱼县第一小学　湖北　嘉鱼　437200

近年来，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素质教育的全面实

施，美术教育已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学习。在培养学生审美情

趣，提高学生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等方面，小学美术教

育有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当前农村小学教育现实

情况来看，相比语文、数学等主考科目，美术课一直是一门

不被学校、家长重视的学科，小学生对美术的爱好天性被扼

杀。据笔者调查，孩子从会用涂鸦到幼儿园阶段，喜欢画画

的人数占到 98%，但到小学六年级毕业，对美术有兴趣的学

生不到 60%。在农村小学美术教育不被重视的大环境下，如

何保持小学生对美术的学习兴趣，是对美术课堂教学提出的

新考验。笔者在多年小学美术教学中，总结出五种培养学习

美术的兴趣教学形式。

一、联系生活施教

生活处处都是美，小学生正处在发展阶段，潜在能力的

开发需要教师正确引导，开发学生对美的感受能力、欣赏能

力和评价能力，才能使学生在生活中感受美、捕捉美，产生

对美的表现欲望。我们必须善于从生活中捕捉素材，激发学

生学习美术的兴趣。学生对美术课有没有兴趣，能持久多长

时间，关键看老师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激起学生创作

的兴趣。在小学美术教材中，有很多课程内容可以让学生联

系生活实地写生，在感悟生活中提高对美术学习的兴趣。

二、鼓励个性施教

小学生都有各自的个性，在教学过程中应多用鼓励的教

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正如人们常说的：“有一千个

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同一审美对象，不同的学

生，不同的心境，不同的经历、学识和情感个性，就会有不

同的审美意识和理解，教师引导学生充分地发挥审美感受，

鼓励学生用独特的视觉感受看艺术作品，能够使学生的情感

与对象产生共鸣，审美的想象力自然会得到自由的发展。如

在欣赏卢梭的《有猴子的热带林》时，我首先只介绍作品的

时代和作者，便让学生看画，鼓励每个学生说出自己的看法：

有的学生看到的是单纯而明快的丛林线条，有的感受到了强

烈的色彩对比，有的领略到和谐的自然生态，有的则感受到

每一只猴子就是一个旺盛的生命力而产生共鸣，决心保护自

然。可见，引导学生发展个性审美，可以启发学生对审美意

境理解的多元性、复杂性和深远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

意识。

三、创设情景施教

一般来说，低年级的学生注重于外观形象，高年级则偏

重于设计与制作。老师应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年龄段特点，

创设不同的课堂情景，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五年级

的《夸张的脸》一课，假设简单地让高年级的学生临摹几张

夸张、变形的明星脸，就很难收到激发学生兴趣的效果。老

师如果创设课堂教学情景，抓住一个有特色的同学作模特，

一边讲解夸张技法，一边演示这个同学五官的夸张，眉毛可

以更翘点、眼睛可以更大些、下巴可以更长些等表情上的变

形，会让学生的情绪高涨，再鼓励学生拿起手中的笔大胆地

画。有的同学会画同桌，有的会画好友，有的还会画心中的

明星，在这些夸张的脸上再巧施打扮，一幅幅栩栩如生夸张

的脸便会跃然纸上，抓住学生的兴奋点，讲解相关的理论知

识，提高学生的知识面，能够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感受艺术

创作的愉悦。课堂中，我还经常巧设谜语激趣。如第三册教

材中《闪光的名字》一课，我首先神秘地出示两头玩具马，

学生想这节可能是写生课吧，然而我却让学生猜一姓氏，学

生都很兴奋，这不是我们班冯雨轩同学的姓吗？一时，小手

像雨后春笋般竖起来。接着，我出示课前画好的范画，“冯

雨轩”的名字“穿上”了漂亮的衣服，同学们睁大眼睛，原

来名字也这么有趣、这么形象，学生的思维活跃了。只用几

分钟，有的同学便设计出自己的名字，也有的同学设计别人

的名字、父母的名字，不一会儿，黑板上贴满了“闪光的名

字”，在活跃的氛围中收到教学的效果。

四、利用载体施教

教师应根据学生好奇、易兴奋、好探求的心理特征，抓

住兴趣点，凭借一定的教学手段，使学生产生强烈的获得知

识、表现艺术情感的欲望，从而主动自觉地进入想象当中。

如第四册教材中的《我心中的老师》一课，课前，我与音乐

教师联系，教唱好《我们的老师》这首歌，上课铃一响，录

音机轻轻播放《我们的老师》，教师随着音乐唱起来：“每当

我轻轻走过您窗前，我们的好老师……”学生也跟着唱了起

来。唱着唱着，我心中的老师画面自然地呈现在同学们的脑

海里，激发了学生学画人物的兴趣。在课堂上，教师只要潜

心挖掘教材中的想象因素，运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多方

位激发学生丰富的情感，就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绘画能力。

五、引导想象施教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相对来说，

知识是有限的，而人的想象力却是无限的，概括着世界的一

切，推动着进步。想象是创造力的基础，是架起成功创作的

桥梁。美术课上，我经常发现，学生的创作各有特色。十来

岁的孩子，往往喜欢异想天开，有的想法甚至有点离奇。例

如学习第七册教材《我心中的未来》，多数学生联系实际生

活，画出自己未来的生活，但有个别学生把未来的家建在了

月球上。我询问他为什么把未来的家要建到月球上，他很有

自信地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而世界人口急剧增加，有一

天地球会承受不了，未来我们会向月球发展……”我肯定这

些学生的想法，鼓励他们敢于大胆想象。我认为只要学生的

作品能够和他们对事物的认识达到统一，对于学生的神奇想

象，教师要给予肯定，积极引导，鼓励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

大胆地进行艺术表现和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