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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美术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的策略
盛　青

江苏省淮安市枚乘路小学　江苏淮安　223005

摘　要：新课改的深入，促使素质教育越来越受重视，音乐、美术、体育等科目已经被纳入到中考考核范围，这也就极大地

凸显了国家及教育部门对美术等素质学科教育的重视程度。新课改的推进，使得社会、学校、家长对于素质教育的关注度不

断提升，美术教学也越来越受重视。以往陈旧的教学方式显然是不能适应当前教学需求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小学美术

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就信息技术辅助下如何开展小学美术教学进行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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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来带了极大

改变，同时也为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新思路、新途径。对

于小学美术而言，在课堂教学中合理地应用信息技术手段进

行辅助教学，可以为学生营造更贴切的学习环境，同时还可

以以丰富、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促使学

生以更积极、主动的态度来投入美术学习中，对提升美术教

学效果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一、当前小学美术教学现状分析

（一）缺乏直观的教学情境，教学方法陈旧

美术是一门有很强生活性的学科，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学

会发现美、创造美，这也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

实际教学中，很多教师的教学重点都是以美术基本知识为主，

对学生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培养的关注度不足，单一的向

学生灌输知识的方式往往会给学生带来枯燥感、无趣感，长

此以往自然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且过于“标准化”的

教学模式，往往会在无形中抑制学生的艺术天性及创造力，

影响美术教学效果。此外，在实际教学中，很多教师都是将

教学重点放在教材内容上，未能有效地优化教学内容，而只

是对客观事物的再现和表达，这也就使得教学内容和生活实

际存在较大距离，这就使得美术教学缺乏动态性，不利于教

学效果的提升。

（二）多媒体运用不科学，影响教学质量

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多媒体技术逐渐被应用到小学美术

教学中，然而当前很多教师在应用多媒体教学时只是单纯地

通过网络搜集教学资源，然后将搜集的资源直接呈现给学生，

这就很容易造成教学资源和学生生活实际不贴合的现象。同

时还有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于依赖多媒体技术，而缺乏

对师生间互动交流的重视，这无疑是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

其本质和传统灌输式教学并无差异，自然也会对美术教学效

果造成影响。

二、信息技术应用策略分析

（一）营造良好氛围，提升创新能力

信息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改变了教师的思想及教学方式，

使得美术课堂教学活动的形式及内容也有了极大变化。在小

学美术教学中合理地融入信息技术，不仅可以让美术课堂变

得更加生动有趣，同时还可以提升美术课堂的丰富性，并可

通过图像、音乐、视频等多元化的教学资源来将抽象的美术

知识变得更加直观、生动，更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这对于

提升美术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想象力、美术创作能力均有

重要价值。此外，信息技术的应用，还可以为学生创设更贴

切、更形象的教学情境，有利于学生更好地融入教学情境中，

促使学生在合适的教学情境、教学氛围中更好地感知美、体

验美，从而有效地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比如，在学习《春天的色彩》时，只是通过口头方式来为学

生描述“春天到了，百花盛放，鸟语花香”的场景，学生往

往会觉得很抽象，很难理解，自然也就很难进行美术作品创

作。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感知“春天带来的色彩”的美景，

教师就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为学生搜集、展现关于“鸟语花

香”的视频、图画，在播放相关图画时，教师还可以为学生

播放清脆的鸟叫声，让学生在视频、音乐、图画的辅助下，

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情境氛围，让学生在相应的情境中更深入

地感知“春天的色彩”的美，增强学生的体验感；同时通过

多媒体视频、图片的方式呈现相关画面，还可以将抽象的概

念转变为形象的、具体的画面，有助于学生开阔视野、陶冶

情操，从而在无形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丰富教学资源，拓宽学生创新视野

美术学科需要丰富的教学资源，而小学生的生活经验较

少、知识储备少，在美术作品创作时就容易出现无从下手、

无从做起的现象。这也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着力为学

生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通过丰富的教学资源来拓宽学生的

创新视野。同时小学生对于新鲜事物通常有很强的好奇心，

教师就可以以此为契机，利用信息技术来搜集各类教学资源，

从而在满足学生身心需求的同时，促使学生的知识面、视野

得到有效拓宽，为学生思维创新奠定知识基石，让学生在有

限的课堂中获得更多知信息资源，从而为学生美术创作提供

更广阔的视野与空间，进而促使学生的思维活力及创作欲望

得到有效提升。例如，在学习小学美术《纸卷魔术》时，受

限于小学生认知能力、生活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学生在

看到该课程内容时通常会觉得不知所措、无从下手，此时教

师就可以通过情境导入的方式来引出课堂内容，如教师可以

先拿一张废弃的纸张，然后以“变魔术”的方式来为学生示

范纸张变成“小兔子”的方法，以这样的方法来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及学习兴趣。同时为了进一步激活学生思维，教师在

进行示范操作后，还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为学生展示更多

“纸卷魔术”的视频，如纸卷变成花、纸卷变成草、纸卷还可

以变成大树等等，在进行视频播放时可以适当放缓播放速度，

重要步骤还可以通过暂停方式让学生观看，以帮助学生了解

“变身”的过程，从而在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资源并激活学生思

维，从而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到作品创作中来。在多媒体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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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下，有的学生利用各种型号的纸卷创作了小鸟，也有

同学利用撕纸方式创作了树木，还有同学创作了蘑菇、飞鸟

等等。在此氛围的熏陶下，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表象素材，同

时还可以让学生思维变得更加灵活，对于学生创作能力、创

新能力的培养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三）导入课程，提升学习兴趣

课堂导入环节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课

堂教学效果及学生学习热情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说，导入

效果往往会对课堂教学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在小学

美术教学过程中，教师同样需要加强对课堂导入的重视。小

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阶段，贪玩好动是小学生的天性，墨守

成规的课程导入方式必然会让学生产生枯燥感，从而影响导

入效果及课堂教学效果。因此，实际教学中，教师就可以结

合学生的身心特点及教学内容，合理地利用多媒体技术来进

行课堂导入，为学生创设动态性导入情境，从而通过视、听

等多方面的刺激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使学生更好地

融入课堂学习中，提升教学效果。例如，在学习小学美术

《太阳和月亮》时，在课堂导入环节，教师就可以利用多媒

体技术为学生播放《种太阳》和《月亮走》的动画视频，通

过动画视频为学生营造积极、热烈的氛围，同时教师还可以

引导学生跟随视频中的音乐来轻唱《种太阳》和《月亮走》

这首歌曲，让学生在观看视频、听歌曲、唱歌曲的过程中对

“太阳”产生更多的理解和认知。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信息

技术搜集关于“太阳的奥秘”和“月亮的美丽”等知识，并

以视频动画的方式为学生呈现，让学生在看视频的过程中对

“太阳”的奥秘产生更科学的了解，促使学生感受到自然的神

奇力量，为学生埋下好奇的种子。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通

过视频的方式为学生播放“太阳变变变”，为学生展现多种多

样的“太阳变身”，通过不同表现形式的“太阳”和“月亮”

的阴晴圆缺来激活学生的思维，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调动

起来后，教师就可以再组织学生通过同桌、前后桌相互讨论

的方式来想象太阳的模样，通过学生的相互讨论来发散学生

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上，教师就可以融入

美术基础知识及技法，并引导学生大胆尝试作画，将自己想

象中的“太阳”和“月亮”的模样画出来。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课程导入，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美术

课堂变得更有活力、更加高效；同时通过大胆放手，让学生

自由想象、自由创作，还可以让学生更好地感受美术的魅力、

激发学生对美术学科的热爱，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

想象力、创造力，实现良好的教育效果。

三、总结

总之，美术学科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

审美能力、创新能力、想象能力的培养均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信息技术的应用则能够有效弥补、改进传统教学方式的不

足，为美术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从而进一步提升美术教学质

量。在今后的美术教学中，教师仍需积极探索信息技术手段

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应用策略，以不断优化美术课堂、推动

美术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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