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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美术教学中创新精神的培养
张　婷

上海市福山外国语小学

摘　要：美术是一门艺术学科，对于学生的审美和情感教育至关重要，应该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度美术教学创新，转变

学生对美术教学的认识，促进美术教学的有效开展。在本文中基于新课程改革形势，探讨了小学美术教学的创新策略，通过

科学的教学策略培养小学生的创新精神，提升学生对美术的认识，培养学生的美术核心素养，促进小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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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持续进行，高度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美术

作为一门艺术学科，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益，培养审美情

趣和创新能力。尤其是小学阶段，正是学生兴趣爱好养成的

关键时期，小学美术可以让学生放松身心，陶冶情操，运用

有效的教学手段让学生对美术产生浓厚的兴趣，有助于小学

生创新精神的培养，对于小学生以后的学习和发展都是非常

重要的。因为社会发展中急缺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

才，从小学阶段起，重视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也正是符合

了当前教育改革大背景下对于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基于此，

本文中对小学美术教学策略展开了研究，侧重通过小学美术

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进而提升小学美术教学有效性，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一、小学美术教学对于学生创新精神培养的意义

创新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灵魂，可以说拥有创新型人才

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从 2001 年开

始，在我国基础教育中设定了“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

养为核心”这一战略目标，高度重视从基础教育入手培养具

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美术并没有固定的公式与理论，更多的强调学生的自主

创作，因此美术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就体现在了创新精神上。

西方美术史的演变过程中，都是艺术家们根据自己的创新一

次又一次的打破传统，成为推动艺术发展的源源动力。比如，

印象派的莫奈打破了传统的古典绘画形式，也使得人们对艺

术观念发生了转变；毕加索的立体主义、野兽派马蒂斯强的

纯色运用、后现代主义之父杜尚等，这些艺术家们打破了传

统，垫付了人们对艺术的认知以及对美的认知，并对现代艺

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艺术家们不断的创新，才能

让我们在今天欣赏到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所以，美术与创

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美术创作中将作者的个性特点、

对生活的认识等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而且美术不拘于泥特

定的失误表现，它可以是天马行空的，如小学生在进行美术

创作中可以用水果、用蔬菜制定风景画。可以说美术并不是

固定不变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巧妙的导入，可以最大程度

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学生主动的参与到美术创作中，在潜移

默化中培养了创新精神。

同时，在语言交流中会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产生，语言

交流可以体现在对创作的作品进行评价，或者也可以表现在

绘画技法上，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进行自评、互评等多种方式，

既能发现自己创作中的不足，也能为自己带来新的创作思路。

因此，美术教学对学生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发展起到一定

的促进作用，还有助于学生增强美术学习兴趣。

二、小学美术教学中创新精神的培养策略

（一）尊重学生个性，创设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

课堂是育人工作开展的主阵地，从这一角度出发，在美

术教学中应该高度重视课堂教学，为学生创设轻松愉快的课

堂氛围，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才能让学生尽可能的将自己

的天性释放出来，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还能在快乐的学习

氛围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同时，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扮

演好自己的角色，鼓励学生在课堂中积极的表现自己的个性，

勇于将自己不同的想法、意见等表达出来，并对学生敢用表

达的行为给予肯定和表扬，这样才能激发其他的学生敢于表

达，勇于发言。

小学美术课堂教学中，学生直接汲取知识，进行作品感

受、意义体会、自主实践等活动，从这些不同形式的学习方

法中使学生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并从中获得创作的灵感。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应该采取多种方式为学生打造宽松、有

趣的课堂环境，比如利用问题情境、鼓励同学们自主观察、

想象和表现等，利用发散性的问题让学生独立思考，形成创

意，并在教师的帮助下学会用美术语言创造性的表达出来，

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创新精神。

（二）优化教学方案，提升课堂质量

想要优化小学美术课堂教学模式，教师就应该改变陈旧

的教学思想观念，创新和改革教育方法，站在学生的角度思

考问题，做到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化，只有

这样才能使小学美术教育促进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展。

为此，教师应该不断优化教学方案，设计合适的教学目标，

使小学美术课堂更加高质、有效。

比如在学习《变垃圾为宝》这节课时，教师要尊重学生

的认知能力和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完成教学目标。

由于电子商务和物流产业的发展，快递的身影几乎出现在了

每家每户，教师可以让学生们将家中收取快递留下的废旧纸

箱收集起来，然后引导学生们进行一堂“垃圾处理器”的手

工制作课，教师可以将学生们分为若干小组，然后给他们一

个主题，“制作垃圾处理器”，让学生们通过对废旧纸箱的剪

裁和黏贴制作出各式各样的垃圾处理器，但是具体制作什么

样子的垃圾处理器，教师不应该过多干涉，制作的过程，教

师也不应该详细讲解。这部分内容是学生可以通过实践和探

究探索出来的，是发展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关键点。教师如果

像以前一样，给学生们一个具体的案例作为示范，学生们又

会做出千篇一律的作品，教师要学会给自己的教学内容留有



新时代教育·校园文化　10　2021 165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学生发展个性化差异的空间，使学生发

展创新性思维的空间。

（三）创新美术课堂评价方式

在传统的小学美术课堂评价中，教师的主要评价方式就

是分数或者看学生画的像不像、漂不漂亮，这样单一、片面

的评价方式并没有重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必须转变课堂

评价方式。比如鼓励学生大胆的创作，根据自己的想象绘画，

鼓励学生在创作作品时要与其他人的不一样，形成自己的个

性。小学生的思维本就是天马行空的，对于创作中表现出非

常夸张的作品，教师可以先听听学生的想法，不要直接否定

学生，这样学生才能在以后的创作中敢于创新，敢于表达，

将自己作品的独创性、个性化呈现出来，从而培养学生的创

新精神。通过创新课堂评价方式，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积极

性，使其思维不再受到限制，让学生对美术课堂的评价转变

为“我喜欢、很了解、感兴趣”，只有学生主动的去学、去参

与才能起到教学效果。

（四）情境导入，为学生提供创作和创新的时间与空间

激发学生的创造精神，必须为学生提供充足的时间与空

间，要发散学生的思维，不能禁锢学生的思维。小学阶段，

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正是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想学生

在短时间内快速掌握知识与技能，然后将学习到的知识与技

能转化为自己的认知能力是需要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而这

一个过程 是学生鲜明个性特征的再创造过程，做好这一过程

的引导和指导，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创造精神会得到提升。教

师必须正确认识到学生的发展特点，为学生营造合适的学习

情境，调动学生的热情，尽可能的让学生展现真实的自我。

情境导入可以为学生的想象力发展提供机会，让学生快速进

入到情境中，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创作和创新。比如在学习

《大树的故事》这一课时，在课前带着学生们参观一下校园中

的树木，了解不同种类树木的形状、特点以及种植这么多树

有哪些作用呢。在了解这些以后，引出保护环境的案例以及

乱砍滥伐的反面事例，让学生知道大树的作用，激发学生保

护环境和大树的欲望。在课堂上，将这些作为美术创作的基

础，并将课堂的时间留给学生，让学生自由发挥创作。有的

同学将大树画成美丽的姑娘、有的同学将大树画成英俊的小

伙、还有的同学在大树旁边画了自己在保护大树 ...... 同学们

的想象力都非常的丰富，在愉快的课堂中，既感悟到了环境

保护的重要性，也学会了创作技能，创新精神也得到培养。

（五）加强学生思维训练

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必须重视学生的思维训练，

可以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比如探究教学，转变传统的讲述

演示教学方法，通过探究可以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引导学

生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

创新能力得到锻炼。同时，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用不通过

的方法训练学生的思维，比如发散思维、想象思维等，将思

维能力培养作为教学的核心，再围绕着这一核心内容灵活的

变化教学方式，最大化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培养创新精神。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美术教育对于现阶段学生们的发展是至关重

要的，学校和教师都应该重新审视美术教育的重要性，树立

“大美育”的教育思想，顺应教育改革的趋势，培养美的灵

魂，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且美术学科

的特点也决定了美术对于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

国家发展离不开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因此从小

学阶段开始，提高美术教学水平，强调学生创新精神培养对

于学生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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