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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思维培养下的小学美术创新教学策略
放兴丽

云南省保山市永昌小学　云南　保山　678000

摘　要：素质教育持续深化背景下，小学阶段的教学思想发生重大转变，新课标中倡导小学阶段教育应将启发学生思维作为

重点，借助多种教学策略的应用，实现学生创新意识的调动，推动学生全面发展，提升学生艺术能力，帮助学生实现更高的

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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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小学美术教学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教师

强调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本文首先针对创新思维概念加

以阐述，其次针对小学美术教学活动中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策

略提出几点建议，望借此可推动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形成。

一、创新思维概念阐述

针对学生而言，自身意识、思维培养的重要阶段即为小

学阶段。教学活动中，教师借助科学有效教学策略的采取，

可实现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借助引导学生展开探究活动，

推动学生想象力、创新能力的激发，针对学生全面发展而言

具备重要意义。教师在小学美术教学活动中，应引导学生借

助细致观察收获创作灵感，筛选周边信息，对自身问题独立

思考能力及分析能力加以锻炼，还可推动学生问题解决能力

的不断提升，借助知识的探索强化自身创新能力、创新意识。

实践活动中，带动学生积极参与实践训练的即为学生的思维，

因此阶段小学生认知水平、理解能力较为薄弱，所以，在此

过程中，教师的正确引导尤为重要。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可借

助趣味性活动的展开，实现学生智力、创新思维的培养，借

此还可为学生艺术审美观的树立创造良好条件。

二、小学美术教学活动中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策略

（一）调动学生发散思维

教师在美术教学活动中，如何引导学生展开艺术创作为

一项教学难点。美术教学活动中，学生多借助临摹方式完成

美术作业，长此以往，学生创造性思维将会逐步弱化，思维

固化，习惯性思维成为学生解决问题的主要思维方式。当教

师让学生展开美术创作时，大部分学生多存在无从下笔的状

态，脑海中空白，更愿照搬课本中的美术作品，学生美术能

力也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分析此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即为，

教师多要求学生以课本中的美术作品作为示范，重视美术作

品的临摹，学生自身想象力训练缺乏，发散性思维难以得以

培养，针对学生综合能力发展形成一定阻碍。因此，教师在

课堂教学活动中，应转变自身教学方式，并非仅将美术作业

的完成作为重点，应以每节课教学内容为依据，引导学生积

极设想，调动自身发散性思维，对学生所设想的数量、想法

独特之处加以比对，为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打下基础。美

术教学活动中，教师引导学生围绕“各式各样的鞋”展开美

术教学时，教师可先向学生提供 10 分钟自由想象空间，设想

多种功能、多种样式的鞋。部分学生利用 10 分钟时间画出

5-6 种不同功能、样式的鞋，也有部分学生仅画出 2-3 种不

同功能、样式的鞋，无论学生最终画出多少种鞋，教师针对

学生的独特观点均应加以鼓励、表扬。此时，学生发散性思

维得以调动，学生在后续课堂教学活动中，可将自身创造性

思维加以发挥，促使学生可将自身感受、所见、所想融入美

术创作中，学生在此过程中可由量变逐步推动质变。

（二）培养学生想象力

美术教学活动中，学生想象尤为重要，若学生不具备想

象力，则创造性创作将会难以展开。爱因斯坦指出，想象力

比知识更为重要。美术作品的创造过程实则为学生个性、聪

明才智的充分展现，教师在此过程中，引导学生对自身想象

力加以充分发挥，针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而言具备重要意

义。因此，美术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将学生创造性的激发作

为重点，为此，可将启发式教学引入至教学活动中。教师借

助适当的启发发展、挖掘学生理性思维，鼓励学生大胆展开

想象，培养、启发学生创造力。因小学阶段学生年龄较小，

因此针对外界事物具备较强好奇心理，针对世界存在强烈求

知欲，所以，教师在此阶段应重视学生想象力的启发，重视

学生想象力的培养，促使学生可将自身才能充分展现，引导

学生积极思考、勇于提问、敢于质疑，推动学生概括思维、

比较思维习惯的形成。教师还应重视学生夸张思维的想象，

引导学生从实际生活着手获取素材，找寻切入点，将生活借

助艺术表现手法融入至艺术创作中。学生展开艺术创作的重

要前提即为观察，借助观察活动的展开，帮助学生针对事物

形成直接认知，以此为基础展开想象活动，由此实现图像清

晰直觉形象的构建。学生针对物体形状构造及质感的感知，

将会对学生建模能力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教师应为学生尽

可能多地提供观察事物的机会，引导学生对生活加以细致观

察，对所表现物体的颜色、质感及形状等加以了解，重视学

生观察兴趣的调动，借助大自然的观察实现学生情操的陶冶。

（三）组织课外实践活动

外出写生为美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小学阶段所展开的美

术学科教学活动也应如此，对外出活动的展开予以重视，教

师借助适当课外活动的设计，还可有助于教学氛围的活跃。

教师在引导学生展开美术学习时，尤其为教学风景画时，针

对学生情景空间带入提出较高要求，而教室固定的白墙、黑

板无法帮助学生针对作画的情景空间加以真正体会。因此，

教师可借助课外活动的组织引导学生借助真实的观察，对作

画空间加以感受，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美术作品感染

力。教师引导学生学习“走进大自然”此节课时，便可设计

课外实践活动。教师可先引导学生对大自然中的事物加以思

考，再鼓励学生将自己眼中的自然向班级学生讲述，随后引

导学生展开课外实践活动，接触自然并感受自然。借助实践

活动的展开，解放自身思维，也可为学生展开美术创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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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丰富素材。除此之外，教师还可引入分组合作学习方式，

实现学生创造力的启发，借助思维的碰撞产生火花。教师组

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课外实践活动，观察并探究自然事

物。如教师可引导学生至野外出游，并为各小组设置相应问

题，引导学生积极发表自身看法，将自身观点融入至美术作

品创作中，促使每位学生均可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在此过程

中，教师还应对学生的观点加以表扬并鼓励，借此实现学生

创作欲望、成就感的强化，可于调动学生课堂活动参与积极

性的同时，推动美术课程教学效果的提升。此课堂活动中，

教师借助引导学生真实接触自然可为学生展开美术创作提供

灵感，加之合作学习开放性，还可对学生思维漫游需求加以

满足，为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创造良好条件。

（四）激发学生绘画兴趣

分析小学阶段学生学习特点而言，此阶段学生注意力易

分散，针对课堂中教师单调乏味的口头讲述易产生枯燥感。

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重视新颖教学方式的应用，实现

学生注意力的吸引，促使学生可积极主动参与至课堂活动中。

美术创作中学生灵感尤为重要，若学生针对美术学科，并未

产生兴趣，则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则无从谈起。例如教师

引导学生绘画云朵和天空时，便可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

用将晚霞、朝霞、雾天、晴天、雨天等具备强烈视觉冲击的

图片向学生呈现，学生在感叹天空之美时，针对天空也会产

生一定向往之感。教师此时可引导学生借助美术的形式绘画

天空之美。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便可将自身针对天空的想象融

入至美术创作活动中，可大幅度调动学生美术创作兴趣。除

此之外，教师还应借助新奇教学方式的应用实现课堂气氛的

活跃，如可借助多媒体的应用，将优美的音乐向学生播放，

促使学生可在身心放松的状态下调动自身思维，进入良好的

美术创作状态。在此过程中，教师应对学生个性发展加以尊

重，促使学生可将自身观点、想法充分融入至美术作品创作

中，彰显独特的个人风格，针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也可

起到一定积极意义。教师在后续美术教学活动中应突破美术

教材局限，鼓励学生勇于发挥自身想象，借助充分的想象，

让学生个性之美融入于天空的千姿百态中，教师借助此种教

学方法的应用，可于充分调动学生课堂活动参与积极性的同

时，还可有助于学生潜能的发展，推动学生创造性思维的

形成。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阶段教育活动针对学生个人成长而言具

备重要意义，而美术教学作为小学阶段课程体系的重要构成

部分，在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

此要求教师需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渗透至美术课堂教学

活动中。在美术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需重视多种新颖教学

方式的应用，如教师可采取调动学生发散思维、培养学生想

象力、组织课外实践活动、激发学生绘画兴趣等方式，推动

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形成，促进学生美术学科综合能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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