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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教研·校园

集开发学生想象力、创造力、表现力为一体的

美术教育，已经成为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正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需求。怎样构建

小学美术高效课堂，提高学生的审美教育能力，不

仅被提上议事日程，更成了小学美术教师面临的

一大问题。本文，笔者结合自身教学经验及实践

研究，通过对小学美术教学和审美教育的现状分

析，谈一谈构建美术教学课堂的一些方法。

小学美术教育教学与审美教育存在的问题

教育理念落后。美术课程作为小学阶段实施

“美育”重要途径，对德育具有深刻渗透性和感染

性。部分地区教育部门主政者不够重视小学美学

教学。虽然许多学校课表上设置有内容，但是缺

乏系统具体的美术日常教学内容，加之美术教学

评估机制的落后，使得许多小学美术教师的素养

能力与素质教育的要求格格不入。

专业队伍缺乏。作为一二线城市，各种美术班

遍地开花已成常态，而在三线城市和广大城镇地

区，由于受传统教育理念、地缘文化背景等影响，不

同的小学美术教学存在着科目虚设、师资疲软等现

象，以致于基层小学美术教育成为一纸空文。

创新精神不足。许多地方的小学美术教学满

足于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教学，仅仅停留在

简单的临摹阶段。部分施教者根本没有考虑到学

生成长中的个性差异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同的美育

兴趣和知识需求。一些小学美术教师在课堂上缺

乏科学的诱导和深入启发。

如何破解小学美术课堂的问题

如何针对现状，破解小学美术教育存在的一些

问题呢？以下是笔者的一些建议：

首先，要解放思想。激活学生创造思维，是小学

美术教育教学的不竭动力。小学美术教学的鲜明特

征是运用美术知识、技能与媒介表现个人想象、情感

与思想的艺术实践，其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美学追

求。因此，小学美术教育教学应当立足实践基础和

素质教育的需要，不断在美术教育中解放自我，实现

师生教学相长，构建和谐高效审美的美术教学格局。

其次，要优化配置。美术教师要活用校本资源，

充分利用学校的操场、教室、文化长廊等各种场所，

潜移默化地推动美术教育全覆盖，零延伸。教师要

充分利用传统历史文化，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丰富自

身美育知识结构，注重人与自然的结合，不断提高专

业素养，升华师生美学境界。教师一边通过教学进

行探索和反思，使自己的教学焕发活力，一边通过知

识传授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大展拳脚，唤醒他们的艺

术细胞。

坚持创新驱动。美术教育创新是提升美育质效

的主要抓手。我们要巧妙利用多媒体、网络、制作手

工等，打开学生思维的天花板，寻找美术创新教学和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新路径，科学而愉悦地把握教

学内涵，达到美育的真谛。尤其要重视对学生审美

观念与实践创新能力的双轮并驱发展，有效培养和

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注重以学生为主体，把课堂

还给孩子。在美术技能、构图技法、使用色彩、绘画

形式上给予适时的科学指导。激励学生创作属于自

己不同风格的美术作品，放在班级群、微信朋友圈予

以展示，获得美育深层次的社会体验。

因此，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美术教师，要紧跟时代

步伐，不断强化创新意识，常学常新，知行合一，与时

俱进，不断创新教学工作方式方法，才能让学生在轻

松、愉悦的环境中接受美的熏陶。

浅谈小学美术教学
和审美教育的现状与对策和审美教育的现状与对策

莲都区中山小学教育集团南明校区 叶莉莉

疫情期间，我在网络上听了许多老师的公开

课，有六年级孩子的课，也有一年级孩子的课，每

个年级的孩子都有他们特定的特点。我从教以

来，带的年级多为小学低年段，对于小学低年级的

孩子而言，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上课时活泼

好动，很爱说话，往往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课堂纪

律有时真的难以控制。其实，课堂就像一根皮筋，

有时候松紧有度才让人舒服。教师可以把这种想

法运用到自己的课堂上，运用在自己的教学方法

上，可以管它叫“课堂松紧带”。

何为“课堂松紧带”

在教学中，课堂是学习的主要阵地。只有充

分发挥好这个阵地的作用，教学才能达到良好效

果。而在课堂中，课堂纪律显得尤为重要。对于

一节课的课堂纪律而言，有时候需要“紧”一点，让

学生们安安静静地认真听老师讲解重点内容。比

如讲到重点内容之前，教师可以用眼睛环顾教室，

眼神所到之处，教室里总能很快安静下来，如果还

不能很快安静下来，此时老师可以站在讲台上沉

默两分钟，当学生感受到课堂气氛后自然也就安

静下来了。有时候又需要“松”一点，尤其是在一

些需要学生畅所欲言的环节，可以让学生和小组

成员进行讨论，此时不必太在意课堂纪律，让他们

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

课堂“松紧带”的取决性格

课堂“松紧带”是针对不同学生而言的，不同

性格的学生各有针对方法。根据我班上学生的性

格特点，我把他们分为三类，第一类学生是性格外

向型，第二类学生是性格内向型，第三类学生为性

格中立型。

性格外向的孩子热情、开朗。这类学生总是积

极发言，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面对这类学生，我会

用眼神进行暗示，让其规范自己的行为，再进行深入

的思考。假如我的暗示没有起到很大作用，我会进

行明示，有时候我会直接走到他的身边拍拍他，也可

以直接对他说：“你再认真地思考下，好吗？”这时候，

学生听到老师的话，会很慎重地再次进行思考。

内向型性格表现为好静、少动、不善交际。这类

学生总是沉默寡言，胆小怯弱，即使知道老师的问题

答案也不举手发言。面对这样的学生，我会在上课

铃声响起前的一二分钟，带上课堂小礼物走到他身

边。对他说，今天表现棒的孩子会奖励小礼物。课

堂上，你会发现这个内向的孩子在随后的课堂环节

中，会更愿意回答你的问题。

性格中立型的孩子表现为随遇而安，怎么舒服

怎么来。这类孩子本着自己不犯错，学习能赶上就

行的心态，在课上时而举手发言，时而沉默很久。前

两种学生，教师容易关注到，但是这类学生相对关注

度会少一些。此时，我会让这些学生在特定的课堂

环节中，发挥巨大作用。比如，我会让这类学生作为

小组讨论的组长，因为他们性格比较沉稳，做事不慌

不忙，总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这样的学生，在小

组讨论的自由支配时间里，作为小组长能很好地激

发自己的潜能。

其实，不管是小学低段的学生，还是小学高段的

学生，老师需要用一些方法来掌控自己的课堂。而

面对不同的学生，教师又要因材施教，不同的学生采

用不同的方法去点拨、引导。当然，每位教师的方法

都是不一样的，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绝活”。只有

当教师能熟练地运用这一“绝活”时，不论遇到怎样

的班级，都能从容应对，从而达到自己的教学目标！

如何巧用课堂“松紧带”
丽水市秀山小学 周阿敏

□ 记者 吕恺 文/图

本报讯“各位小记者，你们对星空了解吗？你

心中的星空是怎么样的呢？今天聂老师就带领大

家一起去探索星空，了解科学知识，好不好？”

“好！”7月 17日下午，在丽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四

楼多功能厅，因疫情暂停的《校长公益大讲堂》正

式回归，莲都区大洋路小学教育集团城西校区校长

聂建芬做客《校长公益大讲堂》第三期，为 100多位

晚报小记者和家长分享了星空的故事。

星空文化点亮校园
向小记者发出参观邀约

“大家看这张图最中间的是什么？”“像星球”

“天文台”……活动一开始，聂校长给小记者展示了

一张莲都区大洋路小学教育集团城西校区的图片，

图片中半球型的设计模型引发了大家的好奇。

原来，聂校长给大家展示的是莲都区唯一一个

校园天文台。星空文化正是城西校区的亮点和特

色，聂校长说，在广袤的夜空，每颗星星都有自己

的意义，它们包含着希望、自由、想象力、创造力

等，如果将学校比喻成星空，那么每一颗星星代表

着责任与担当、人文情怀、科学创新等，这些星星

滋润着孩子的心田，陶冶着孩子的情操。为此，学

校星空文化提炼出的主题是“点点繁星·颗颗闪

耀”。同时，学校的校训、校风、教风、学风均和星

星相关，其中办学理念是“让每一颗星星都闪耀”，

校训是“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作为市区一所崭新的小学，城西校区拥有最先

进的教学设备、软硬件设施。一张张美轮美奂的照

片、一件件科技感十足的设备让小记者们惊叹不

已。看到小记者们期盼的眼神，聂校长特意向小记

者发出参观的邀约。

学习星空天文知识
带小记者探索科学奥秘

在活动中，聂校长为小记者们介绍了数星星的

孩子——张衡的故事，介绍了张衡经过努力钻研，

发明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能预报地震的仪器——

地动仪。同时，聂校长也和小记者们分享了以中国

人名字命名的星星，他们分别是祖冲之小行星、郭

守敬星、张衡星、周又元星。

“为什么星星有不同的颜色?”
“最亮的星是什么星?”
“怎样找北极星?”
“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
“为什么日落时天空是红的……”

在接下来的星空天文知识知多少环节，聂校

长带领小记者一同探索天文知识，深深地激发了

小记者对天空知识的探索兴趣。聂校长每问出一

个问题，小记者们便踊跃举手回答，大家你追我赶

的竞技使得活动现场气氛活跃。

除了天文知识竞赛外，聂校长还给小记者讲解

了相关的天文知识，例如什么是黑洞，太阳还可以

燃烧多少年，地球、月球、宇宙的特点等，让小记者

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莲都区大洋路小学教育集团城西校
区校长聂建芬开讲

美妙的星空故事
激起朵朵科学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