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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教研·校园

动漫以其夸张有趣的故事情节，独特的人物造型获得大家

的喜爱，尤其受小学生的青睐。若能把学生喜爱的动漫元素融

入到美术课堂，必定能增加美术课的趣味和魅力。因此笔者对

小学阶段的美术课程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研究，将美术课剖析为

导入、教学、展示拓展三个层面，深挖动漫有趣的片段、独特的

造型等元素，将其以有效方式渗透到美术课堂中。以下是笔者

将动漫元素应用在小学美术课堂上的一些方法。

问题的由来与分析

笔者本人就是动漫迷，平时特别关注学生与动漫的关

系。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我发现只要是孩子都喜欢看动画片

和漫画。可学生上美术课时，却课堂表现平平。如何消除其

它课程的延续思维和心理杂念的干扰，让学生饶有兴趣地投

入到美术学习情境中去呢？我想应该可以借用动漫的魔力让

学生尽快进入学习状态。

解决问题的过程

我选择了不同年龄段的 180位学生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调

查后发现喜欢动漫的学生高达 98%，学生接触的动漫面很广，

他们对美术课上出现动漫作品，都表示喜欢，喜欢动漫的原因

集中在“趣味”上。因此我觉得应该牢牢抓住“趣”这个字，以

趣为引，让孩子们从内心深处爱上美术课。

●“漫”性作引，兴致一触即发。一堂美术课的导入有

“趣”是关键，要让有趣的导入实现有效运用，要满足以下几

点：①能足够引起学生的注意力；②渲染气氛，活跃课堂；③自

然，前后衔接连贯，为课题服务。所以动漫元素在导入环节的

运用要体现在“趣”和“引”上。“趣”很好实现，关键是“引”，要

选择与课题内容相关的，能为孩子提供想象空间的，设计思路

的动漫元素，这就需要对形形色色的动画片进行筛选。

●“漫”角相随，沸点持续升级。在导入中，动漫是主角，

负责吸引学生进入新授环节。在教学环节中的主要内容就要

以教材内容为重点，这时动漫应作为一个配角，不抢风头，配

角的选取也很重要，要选与主题有关的，学生熟知的喜爱的。

●“漫”味延续，乐趣时时弥漫。一堂课很怕“虎头蛇尾”，

后面所展示出来的作品就是课堂的成果。没有一个恰当的展

示形式，泯灭了学生的展示积极性，最后只能落入形式，因此

这个环节更要调动积极性及扩大参与度。具体可以设置“漫”

味作品展示，漫趣空间拓展等等。这样才能让学生乐于去实

践。

通过实践获得的成效

课堂纪律变好了：动漫渗透进美术课堂后，学生们都非常

期待美术课，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纪律变好了。以往上美术课

前三分钟都花在整顿纪律、整理课桌上，现在只要我一走进教

室，学生们很快就进入状态了。

作业质量提高了：因为动漫的加入，整个教学过程在轻松

的环境下进行，学生学得轻松，不知道画什么，不知道怎么画

的情况少了。再加上动漫角色的助力，学生常常会与动漫角

色赛跑，作品更加富于童趣和感染力了。

课后参与更广了：以往从来没有碰到过学生主动向我咨

询有关艺术的问题，现在他们觉得课堂拓展变得有趣又有挑

战性起来，特别是对动漫这一块的兴趣明显更高了，所以很多

学生加入了动漫社团，积极地参与动漫创作中来。

浅谈动漫
在小学美术课堂上
的有效运用与实践

莲都区中山小学教育集团南明校区 周雯

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指出：

“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影响的一

致性，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那么学校的教育教

学过程就会像纸做的房子一样容易倒塌。”为实

现家校合作这一目标，家校应不断尝试新的方

式，努力搭建新的模式，不断完善和丰富其内容

以便更好地促进孩子健康成长。如何有效地开

展益于孩子的家校合作，如何使这些“向日葵”健

康茁壮成长呢？以下是笔者的一些想法和思考。

家校合作中存在的现状

●家校合作制度不完善。随着社会经济的

飞速发展，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得到了广泛关

注，家校合作已然成为全世界教育发展的一个

重要趋势。但不能否认的是，家校合作虽然提

出得早，但真正在学校和家庭中应用的比较晚，

加上家长和学校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使得家校

合作出现“形在神散”的现象。对于这样一个无

章可循的合作制度，也没有完善的评价制度，教

师往往是想到一点做一点，达不到预期的设想。

●家校合作沉默现象多。受传统知识化教

育取向和社会功利化环境影响，在家校合作中，

教师及家长对家校合作的认识还很浅显，家长

主动参与度不高，使得双方的沟通不能体现双

向性，往往是“教师说，家长做”。

有些家长甚至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事，如果

还需要家长事事参与，那学校的作用在哪里体

现？殊不知学校的教育再重要，不过是家庭教

育的重要补充。

●家校合作内容较狭隘。受陈旧教育观念

及当今社会应试教育的影响，老师和家长最关

注的是孩子的成绩。在教师和家长的谈话中也

不难发现，学习成绩和纪律是谈及最多的话

题。这种只关注表面现象而不能深层次去挖掘

孩子的所听、所做、所想的家校合作是很难有效

促进学生发展的。

家校合作中的启示

在具体的家校合作过程中，笔者觉得良好

的家校合作，首先要建立有序的家校合作制度，

让家校合作有章可循，把家校合作作为一项日

常工作，形成一套具有科学的、特色的家校合作

方案。学校教师需要集体组织学习家校合作，

指导教师对家校合作的认识及意义，有针对性

地培训教师交流技能，培养人文关怀等，为家校

合作更好的开展提供必要保障。

家校合作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并没有主次

之分。不能够有“教师是专业人员，懂教育，家

长非专业人员，一定不懂教育的思想”。家长们

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工作和不同的教

育观念。即使是非专业人员也能从不同角度发

表自己看法和见解。

此外，家校合作内容要多元化。不能“唯分数

论”，要不断完善和丰富其内容以便更好地促进孩

子健康成长，把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放在首位。

总之，家校合作为学校教师、家长和孩子三

者之间的角色转换，换位思考提供了良好的途

径。在开展家校合作进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增加

高度，开拓宽度。只有行动与建设统一，才能开

展真正意义上的家校合作。

完善和丰富家校合作
让“向日葵”茁壮成长

丽水市文元学校（小学部）李梦雅

想象力是一切创造力的源头。没有想象

力，也就没有了古时候万户想要飞天，也就没有

了如今的“嫦娥奔月”。小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

栋梁，从小培养其想象力，对其个人创新能力的

培养，和未来在行业中的创新，都有着深远的意

义。

语文，由于其独特的文字表达优势，在培养

学生想象力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本

文以小学语文故事写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当前

小学生在写作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浅略探讨

培养小学生在故事写作上的想象力的方法，希

望能与各位老师分享。

许多小学生之所以不喜欢写作文，并不是不

喜欢这种类型的表达方式，而是因为在写作时受

到字数、写作角度等各种限制太多。因此语文教

师要认识到写作对激发学生想象力的重要性，通

过灵活的教学方法，让学生的思维插上翅膀。

当前小学生写作缺乏想象力的表现

主要表现在记流水账，内容干瘪，凑字数，

内容之间不同事物缺乏联系等。比如小时候老

师让我写一篇 500字的“你印象中最深刻的事”，

因为素材不足，也缺乏想象力和好奇心，我拖到

了周日返校的最后几个小时，才铆足力气将一

天从起床到睡觉的流水账写完，才能憋出干巴

巴的几百字。而对于富有想象力的人而言，哪

怕只是在字典上翻出了一个“一”字，他都能洋

洋洒洒写个几百上千字。

小学生写作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培养

就目前而言，世界上最短的科幻小说只有

一句话：“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

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语文教师可以此

为参考，重点锻炼学生写故事写经历，写出自己

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而不是为了字数去堆砌

一些无用的内容。

教师要对学生在写作过程中想象力的闪光

点，进行适当的赞扬与肯定；启发学生可以通过

哪些途径来丰富自己的作文，自然也就无需担

心字数的问题了。

此外，语文老师还要有意激发学生主动思

考的习惯，多创设一些情境和话题，引发学生参

与讨论和写作。

比如老师可随便用一句话“今天我是个小

女孩”作为开头，然后让全班学生参与，每个人

只能发言一次且只说一句话，将之编为一个完

整的故事。在这个大规则下，老师不对内容作

出任何限制。在此过程中，老师与学生的共同

参与，能极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而达到培养

与锻炼学生想象力，提升创造力的目的。

其他教学方法例举也是很好的教学方法。

例如用假设法。比如引导学生假设《皇帝的新

装》中最后小男孩也没有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事

实，或假设所有人一开始就看穿了骗子的阴谋，

思考结局会有什么不同。还可以用思维导图

法。教师可通过帮助学生建立简单的故事梗概，

让学生由总到分，逐步细化自己想要写的东西。

通过图形与文字的结合，既能够锻炼学生对整个

作文全局的把控，又能丰富细节。

只要我们能梦想的，我们就能实现。这是

刻在美国肯尼迪宇航中心大门上的人类誓言。

作为国家未来的人才，从小学阶段就缺乏想象

力，这是极为可怕的。所以，作为小学语文教

师，要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主动思考，利

用多种途径引导学生展开想象，让学生的思想

插上翅膀。

从小学语文写作
谈小学生想象力的培养

丽水市文元学校（小学部） 卢丹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