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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并举，延续小学高段学生美术兴趣
税　强

四川省乐山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四川　乐山　614000

摘　要：美术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以活泼多样的课程内容呈现形式和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使这种兴趣转化成

持久的情感态度。”兴趣是指一个人积极探究某种事物及爱好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它是认识需要的情绪表现，反映了人们对

客观事物的选择性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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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来说，喜欢美术者比擅长美术者多得多。低幼阶

段的儿童往往把美术当作一种游戏活动，以玩为乐，乐在其

中。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我们发现低幼时期孩子笔下的粗

犷的线条、夸张的造型、天真烂漫的作品不见了，小学高段

的学生逐渐出现了对美术不感兴趣、厌学美术的心理行为，

表现出课堂上精神状态不佳、准备工作不足、绘画作业应付

了事。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家长认识出现偏颇、孩子兴趣慢

慢减弱甚至出现心理自卑等。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近年来，我在培养小学高年级学生美术兴趣方面做了一些尝

试，学生在美术学习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

一、仿创并行，让孩子有情感而画

在艺术宝库里，美术作品绽放着她独特的光茫。美术作

品是指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绘画用布、纸、颜料，雕塑用

木、泥、铜等）通过线条、形状、色彩等手段，在平面上或

立体中反映社会生活，表达自己的感情和追求的一种艺术表

现。仿画就是摹仿画，是学习美术作品的构思、绘画语言的

运用，以及艺术效果等以后而再创作出的美术作品。

教师在引导学生仿画的过程中，要准备充分、精心设计。

例如在仿画《父亲》（罗中立）这幅画时，教师在课前要首先

让学生注意收集这幅画的相关资料，观察自己父母的相貌、

穿戴、嗜好等特点。教学时，首先展示这幅精美的作品，引

导学生去观察作品画面真实、色彩柔和明快的特点，去感叹

画家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这幅作品虽然没有更多的华丽色

彩，也没有特别宏大的场面，但精致而细腻的笔触，塑造了

一位感情真挚、纯朴憨厚的父亲形象。接着进一步引导学生

分析去分析作品饱满和突出的画面构图，和谐和细致的色彩

表达，细腻和生动的艺术效果，再谈谈自己父母亲的特点。

有的说，爸爸是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中等个子、圆圆的脸、

鼻梁上架着一幅带金边的眼镜；有的说，我的爸爸瘦高瘦高

的，嗜烟如命，我们经常说（批评）他；还有的说，我的父

亲从来不说爱我却是最爱我的人，他的爱如山，为我遮风挡

雨……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充分表达了对父母的爱，感激

之情发自肺腑。此时，孩子们的兴致盎然起来了，思维活跃

起来了，迫不及待地拿起笔画了起来，再没有了往日画画的

畏难情绪。他们仿画的《父亲》作品，看上去虽显稚嫩，但

不失生动；虽不够完美，但不缺用心。在仿画教学中，教师

要注意要求不宜太高，人人都在画就行，也不要操之过急，

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同样，我还引导学生仿画了他们感兴

趣的《红黄蓝构图》（蒙德里安）以及《蓝天》（康定斯基）

等。通过仿画的教学，既提升了学生艺术素养和绘画技能，

又提高了学生构图能力和表现意识，还激发了学生有情感而

画的乐趣。

二、走进自然，让孩子有内容可画

到自然景观里绘画，既是一种艺术活动，又是提高欣赏

自然美的必要手段，同时还是激发学生绘画兴趣的有效方法。

在教学中，教师通过引导孩子们观察大自然、描绘大自然、

热爱大自然，培养他们珍惜环境的意识，热爱动物和保护植

物的情感。在自然界和生活中，美是无处不在的，突兀的山

峰、万变的云朵、湍急的河流和汹涌的波涛，都能激发学生

创作的灵感。

在美术教学中，我经常带领学生到校园里上写生课，时

空走廊、假山、旗台、星空长廊等都成了孩子们喜欢的地方。

例如，孩子们通过仔细观察花草树木，假山建筑等景色的特

点，了解了物体结构特点，学会了前后关系的处理，掌握了

疏密节奏的控制和突出主次的变化。在写生的过程中，学生

有的用线描，有的用颜色，尽情地描绘大自然，绘画能力提

高了，信心增强了；有的学生还把校园写生的作品用到了班

级板报、学校校报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个别学生甚至将写

生和创作相结合，写生的作品参加市艺术节书画比赛取得了

优异成绩。

在课外，我还要求学生观察不同的季节特点画不同的季

节作品。他们平时用绘画日记的形式记载，结合一定的文字

描述，再经过修改整理，创作出更加生动和完美的作品。在

校园里，在班级中，我们进行不同系列季节作品展，展出的

作品形式十分多样。比如，有的学生用中国画表现的春天很

有诗意，几枝垂柳，插入水中，荡起层层涟漪，几只蝌蚪围

在四周；有的学生用蜡笔水彩表现的冬天峨眉，树上冰雪覆

盖，大地一片银装……孩子们走进生活，到大自然吸收绘画

的养分，用画笔表现生活中的美，用行动收获了创造的快乐。

三、融洽关系，让孩子有兴趣去画

课堂教学是一种师生相互作用的过程，师生关系需要是

民主的和平等的，课堂氛围需要是愉悦的与和谐的，良好的

师生关系和课堂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对教学活动的效果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死气沉沉的课堂，压抑着学生的心理，诞生

不出充满生机的美术作品，久而久之，学生也会失去兴趣。

因此，教师要善于调控课堂氛围，给学生创造一个轻松愉悦

的环境。

小学高段的学生很不喜欢教师一言堂，更多的有自己的

看法和想法，课堂上教师只需当好组织者和引导者，让他们

更加主动参与到教学中来，让能力强的学生当小老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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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沟通更加容易，课堂也会更活跃。

教师教学中要采用灵活多样，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形式，

针对不同教材内容和学生年龄特点，采取多样的教学方式，

让学生产生新鲜感，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体验愉悦课堂，

乐学于其中。比如：游戏接龙、打擂猜谜、有声影像、绘画

接力、现场表演……这些教学活动，学生很感兴趣，同时教

学效率得到了有效提高。

此外，教师的教学语言也与教学效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

联。爱因斯坦曾说：“一个人的智力发展和他形成概念的方法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教师教学语言是否生动形象，

是否具备良好的感染力，是教师基本素质要求。一堂课，要

靠我们教师的语言来组织活动，教师教学语言如果太平淡，

缺少节奏，那么无疑于给学生唱催眠曲，学生就会产生疲劳

和厌学情绪。因此，生动幽默富有节奏变化的教师语言，能

更好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

每个学生情况不同，有一定的层次和性格等方面的差异，

教师要善于发现他们各自的个性特点，及时发现学生的闪光

点，采取适时的表扬与激励，增强他们的自信，学生就会感

到学习是快乐的，但是鼓励后必要的提醒或建议是必不可少

的，这样能使学生更加完善自己。

四、提供平台，让孩子有创作动力

学生喜欢看同龄人的美术作品，当然更希望看到自己的

作品被展出。我们可以在每班教室外走廊的墙壁上设置艺术

作品展示天地，定期展出班级学生优秀美术作品。一个小小

的展示空间，一次小小的展出机会，对学生来说，就是展现

自我的大舞台。教师要为尽可能多的孩子提供更多的平台争

取更多的展示机会。展示的平台不仅可以激励他们下一次更

加重视、画得更好，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共同分

享的机会。对小学生来说，自己作品展览出来了，就意味着

得到了老师和大家的认可，既树立了自信心，又能够以更加

积极的态度投入到今后的美术学习中去。但是，如果每次展

出的作品只局限于好的作品，就可能会只集中在少数孩子身

上，其它学生就会失去参与的机会，这样就失去了展示的初

衷，所以，教师应该让更多的学生都有机会展示自我，在比

较中找到自己作品的问题，取长补短。只要我们认可学生的

作品，积极鼓励他们，展示他们，那么学校艺术之花必将越

开越娇艳。

五、以赛促学，让孩子有不懈活力

比赛过程就是相互学习交流的过程，既可以开阔学生艺

术视野，又可以增长孩子见识。比赛展览内容与方式各不相

同，学生在参与中会体验到不同的感受，产生不同的经历，

这些经历丰富了学生眼中的世界，为塑造自己的人生观起到

了引导作用。我的一个学生连续三年参加市中区举行的一年

一次的中小学生书画现场比赛，成绩一年比一年好，终于如

愿以偿拿到了一等奖。在这几年中，他曾经几度失意，有过

放弃的念头，幸好家长很给力，表示坚决支持配合，他也重

拾信心，坚持拿起画笔，老师也不断鼓励他，帮助找到了自

己的不足，通过不断地刻苦练习获得了成功。参加美术书画

比赛，取得好的名次是对其自信心的建立、持久力的培养有

很好的促进作用。教师在教学中要让孩子们认识到，如果在

比赛中表现不理想，出现了失误也没多大关系，比赛本身就

有等次差异，要正确地客观地看待自己的水平，鼓励孩子从

小就积极主动地参加各种比赛和展览活动，可以培养学生为

提高成绩而积极准备的意识，提高他们以后做事的主动性，

把自己感兴趣的事坚持下去。

小学高段的孩子面临升学，各方面压力大，培养他们学

习美术的兴趣还任重道远。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孩

子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五法并举，坚持不懈地探索出有效的

美术教学的方式和方法，激发他们热爱美术的兴趣，延续他

们美术创作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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