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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美术课程教学中的过于强调美术专业技能知

识、过于呆板的教学模式、过于注重“教”忽视“学”等误区，提

出一些策略，如美术教师应更新观念，立足于传播美术文化，
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打破陈规，努力探索新的教

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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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下， 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的时代里，更新美术教育教学观念，成了广大美术教师学

习与实践的主要内容。 改变观念的核心内涵就是对美术课的

学科性质、 课程价值、 课程理念等课程标准的重新认识与界

定，就是从过于强调学科体系与技能技巧学习的滞后教育观，
转变、提升到美术文化的认识层面上来。

一、美术课堂教学存在的一些误区

（一）过于强调美术专业技能知识

过于强调学生学习掌握美术专业技能技巧知识， 忽略美

术学科审美教育的重要性， 绝大多数美术教师只注重传授美

术技能技巧，忽视美术欣赏教学，全然没有在意学生的审美能

力和欣赏水平如何。
（二）过于呆板的课型和教学模式

小学美术课长期以来， 几乎所有美术教师都按要求形成

了一种固定的教学模式。 美术课上得呆板、机械，教师局限于

传统的教学观念、教学模式和评价标准的条条框框之中，难于

突破，学生学得索然无味。
（三）过于注重教师的“教”，忽视学生的“学”
美术教学有其僵化的模式，教师又必须依照“常规”进行，

因此， 整个教学过程便是向学生传授美术专业技能知识的过

程，教师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教：这个物体必须这样画，那个

东西应该那样做……在这样的美术课堂里，学生只是被动地、
机械地照教师说的依样画葫芦，没有独立思考的机会和过程，
长此以往，学生觉得枯燥无味，学习美术的兴趣就丧失了。

二、美术课堂教学中突出美术文化的策略

（一）深刻认识美术课的文化含义，传播美术文化

小学美术教育不同于专业美术教育， 而应当是有利于学

生身心发展的，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审美修养的素质教育。
新的国家美术课程标准中认为：“美术学习绝不仅仅是一种单

纯的技能技巧的训练，而应视为一种文化学习。”美术教师向学

生传播美术文化，就是要让学生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美术与人

类历史、政治、生活、情感等方面的联系，使学生认识人类社会

的丰富性，认识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差异性，培养学生对

祖国优秀美术传统的热爱，对世界美术文化的了解和尊重。
在新的国家课程标准中， 美术教育的一大特点就是：“降

低美术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习的难度， 注重美术文化的学

习， 提高学生的美术审美能力、 美术鉴赏能力和美术创造能

力。”要向学生传播美术文化，就必然要重视美术欣赏的教学。
（二）注重美术欣赏教学，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在美术欣赏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遵循审美规律，多给学生

感悟艺术作品的机会，注重让学生直接感知作品，以体验而获

得感受和趣味， 而不是教师独自一味的解说和直接告诉学生

“这幅画这样好，那样好……”过早过细的讲解，会抑制学生的

个性、观点，不利于学生获得真切的审美感受。曾经有一节“民

间艺术作品欣赏”课，当我很详细地介绍完河北泥塑《老两口》
时，听到有学生这样议论：“我看泥塑一点也不好看！”“我看不

出《老两口》有老师说的那么好看，那么值钱。”“《老两口》肯定

是很好，憨态可掬，是你不懂得看！ ”……可见，用教师的解说

代替学生的感悟和认识，并不能使学生获得真实的审美感受，
应该让学生自己去观察、思考和摸索，从自己对美术作品的感

悟中获得审美感受。
（三）打破陈规，努力探索新的教学方式

教师立足于传播美术文化，敢于打破陈规，努力探索新的

教学方式，提倡让学生自己摸索、思考、尝试，引导学生自主学

习，是改变呆板的教学模式和方法的关键。以“色彩的构成”为

例，这节课专业性较强，枯燥难懂，照传统和教参的教法，这节

是绘画技能课，教师应当用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分析例图、
讲解色彩知识，然后让学生做色彩构成练习。学生对这种课很

不感兴趣，我便尝试一种新的教法———变技能课为综合课，以

欣赏、审美为主，技能训练为辅。 我先在黑板上画三个相套接

的圆圈，让学生在三个圆圈里分别涂上红、绿、蓝，鼓励学生自

告奋勇，到黑板上大胆尝试；再 将 学 生 们 的 画，从 三 原 色、复

色，结合简单的图形心理分析法，进行点评、分析和讲解，学生

的兴趣高涨，课堂气氛活跃，认识到这看似单调、枯燥的构图

后面包含着美学、心理学、数学和物理等丰富的文化知识；最

后引导学生为一幅画配写一段赏析评述的短文； 学生从这节

课中获得的是对美术文化的认识和审美感受， 而不是单纯的

掌握色彩构成的技能技巧。
总之，小学美术教育要能够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引导学

生参与文化的传承和交流，发展学生的感知和形象思维能力，
促进学生的个性形成和全面发展， 美术教师的观念就必须更

新，从原先的传授美术技能技巧，转变为传授美术文化知识，
在教学中努力思索、探寻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方法，教学方式

应该是启发性的、开放的、多方法和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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