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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AI 赋能小学美术教学
刘金霞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新教育小学　江苏省南通市　226100

摘　要：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在教育领域的渗透日益深入。本文聚焦小学美术教学，深入探讨 AI 如何

为教学过程赋能。以人教版小学美术课程为依托，通过具体教学案例分析，阐述 AI 在激发学生兴趣、拓展创作思维、优化

教学评价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同时剖析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应对策略，旨在为推动 AI 与小学美术教学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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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化时代，AI 技术正深刻改变着教育的形态。小

学美术教学作为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创新思维和艺术素养的

重要学科，借助 AI 技术能够突破传统教学的局限，为学生

带来更加丰富多元的学习体验。人教版小学美术教材在内容

设置上注重学生综合艺术能力的提升，将 AI 融入这一阶段

的教学，能更好地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助力学生

在美术学习中实现更大的发展。

2. AI 赋能小学美术教学的重要意义

2.1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I 技术以其独特的交互性和趣味性，能够迅速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对美术学习的兴趣。小学阶段的学生

正处于好奇心旺盛的阶段，对新鲜事物充满探索欲望。通过

AI 工具，如智能绘画软件、AR 艺术展示等，学生可以更加

直观、生动地感受美术的魅力。例如，利用智能绘画软件中

的虚拟画笔功能，学生可以模拟各种传统绘画工具无法轻易

实现的笔触效果，如油画的厚涂质感、水彩的晕染效果等，

这种新奇的体验激发了学生主动参与绘画创作的热情。

2.2 拓展学生的创作思维

AI 强大的数据分析和图像生成能力，为学生提供了丰

富的创作灵感和素材。在美术创作过程中，学生常常会面临

创意瓶颈，AI 可以通过对大量艺术作品的分析，根据学生

输入的关键词或主题，生成相关的创意草图、色彩搭配方案

等，启发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创作方向。这有助于打破学生

传统的思维定式，拓展他们的创作思维边界，培养创新能力。

2.3 实现个性化教学

每个学生在美术学习上的基础和发展速度都有所不同。

AI 可以通过对学生学习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了解学生的学

习情况和特点，为教师提供个性化教学建议。教师根据这些

建议，能够为不同学生制定差异化的学习目标、教学内容和

指导策略，满足每个学生的学习需求，促进全体学生在美术

学习上的进步。

3. AI 在人教版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应用案例

3.1 案例一：《色彩的对比》

3.1.1 教学目标

通过本次教学活动，旨在让学生深入了解色彩对比的

概念与类型，熟练掌握色彩对比在绘画创作中的运用方法，

显著提高学生对色彩的感知与运用能力，全面培养学生的审

美能力与创造力，使学生能够在今后的美术学习与创作中，

灵活运用色彩对比知识创作出更具表现力的作品。

3.1.2 教学过程

导入阶段：教师巧妙运用 AI 图像分析软件，精心挑选

并展示一系列包含不同色彩对比效果的图片。其中，以人教

版教材中梵高的《星月夜》为例，该软件能迅速精准地分析

出画面中冷暖色、亮暗色的对比分布情况。学生通过观察这

些分析结果，深刻感受到色彩对比对画面氛围营造和视觉效

果呈现产生的重要影响，从而自然地引入本节课的主题 —— 

色彩的对比。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置身于艺术的殿堂，与大

师的作品深度对话，在惊叹色彩魅力的同时，也对本节课的

学习内容充满了期待。

知识讲解阶段：借助 AI 互动课件，教师对色彩对比的

类型进行详细而生动的讲解，包括补色对比、明度对比、纯

度对比等重要概念。在课件中设置了丰富多样的互动环节，

学生通过点击不同的色彩组合，实时查看 AI 生成的对比效

果演示。如：当学生点击红色与绿色这一补色组合时，屏幕

上会立即呈现出两者产生的强烈视觉冲击效果，同时还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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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说明，解释这种对比在表达情感、突出主题等方面的作

用。通过这种互动式的学习方式，学生更加直观、深入地理

解色彩对比知识，极大地提高了学习效果。

创作实践阶段：学生在掌握了色彩对比的相关知识后，

开始运用所学进行绘画创作，他们自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主

题，如 “热闹的集市”。在创作过程中，智能绘画软件发

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软件根据学生选择的色彩，实时提供

专业的色彩对比搭配建议。倘若学生选择了红色作为主体

色，软件会依据色彩学原理，提示搭配绿色等互补色来显著

增强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同时还提供不同明度和纯度的红色

组合方案，帮助学生巧妙地表现画面的层次与质感。在软件

的辅助下，学生更加自信地进行创作，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

到实践中。

作品展示与评价阶段：学生完成作品后，利用 AI 图像

识别技术对作品进行初步评价。AI 从色彩运用的合理性、

对比效果的突出程度等多个维度对作品进行分析，并给出详

细的评价建议。例如，AI 会指出作品中哪些色彩对比运用

得恰到好处，增强了画面的表现力，哪些地方还可以进一步

优化，以提升视觉效果。教师结合 AI 的评价结果，从创意、

情感表达等更为综合的层面进行全面评价，引导学生相互学

习、交流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从他人的作品中汲

取灵感，还能在教师的指导下，对自己的作品有更深入的认

识，明确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3.1.3 教学效果

通过本次教学活动，学生对色彩对比的理解达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在绘画作品中更加准确、巧妙地运用色彩对比

来生动地表达主题和情感。作品的色彩丰富度和视觉冲击力

得到了显著提升，画面更加绚丽多彩、引人注目。学生在整

个学习过程中表现出了极高的积极性和参与度，自信心得到

了极大的增强，在创作中敢于尝试不同的色彩组合，勇于发

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美术素养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3.2 案例二：《写意蔬果》

3.2.1 教学目标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深入了解写意花鸟画的独特特点和

丰富表现手法，熟练掌握写意蔬果的基本绘画技巧，培养学

生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深厚热爱之情，显著提高学生的艺

术修养和文化传承意识，使学生能够在欣赏与创作写意蔬果

绘画的过程中，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成为传统文

化的传承者与弘扬者。

3.2.2 教学过程

文化导入：教师充分运用 AI 多媒体，精心展示中国古

代写意花鸟画的经典作品，如齐白石的蔬果画作。同时，借

助 AI 语音讲解功能，详细介绍作品的创作背景、独特艺术

风格以及画家的生平故事。学生穿越时空，与艺术大师展开

了一场跨越历史的对话，深切感受中国传统绘画所蕴含的深

厚文化底蕴。通过这种生动的文化导入方式，极大地激发了

学生对写意蔬果绘画的浓厚兴趣，为后续的学习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技法示范：利用 AI 绘画辅助工具，教师进行写意蔬果

绘画的步骤示范。该工具具备实时放大、放慢绘画动作的功

能，学生能够清晰地看到每一个笔触的细腻运用，如怎样运

用中锋画枝干，展现枝干的挺拔与坚韧；如何运用侧锋画叶

片，表现叶片的形态与质感；以及点厾法在画果实中的巧妙

应用。同时，AI 工具还能对教师的绘画过程进行智能分析，

及时提示绘画过程中的要点和易错点，如笔墨的干湿浓淡控

制。当教师的笔墨水分过多时，AI 会弹出提示信息，提醒

教师注意控制水分，以避免画面出现洇染过度的情况。通过

这种直观、精准的示范与提示，学生能更加快速、准确地掌

握写意蔬果绘画的技法。

学生实践：学生在练习写意蔬果绘画时，AI 绘画辅助

工具发挥了实时监测与指导的重要作用。它可以实时监测

学生的笔触和用墨情况，一旦发现学生的笔墨过干或过湿，

会及时给予贴心的提醒，并提供相应的调整建议。例如，当

检测到学生的笔墨过干时，工具会建议学生适当蘸水，以增

加笔墨的湿润度；当笔墨过湿时，则建议学生在废纸上轻轻

按压，吸去多余水分。学生还可以将自己的作品拍照上传至 

AI 平台，平台会根据作品的构图、笔墨运用等多个方面给

出专业的改进意见，帮助学生不断完善作品。例如，平台可

能会指出作品中蔬果的布局不够合理，建议学生调整位置，

以达到更好的构图效果；或者提示学生某些笔触的运用不够

熟练，需要加强练习。在 AI 工具的全程陪伴与指导下，学

生能够在实践中不断进步，逐渐掌握写意蔬果绘画的精髓。

作品展示与交流：在课堂的最后环节，学生展示自己

的作品，教师组织学生进行深入的交流讨论。AI 技术在此

环节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可以将学生的作品进行智能分

类展示，如按照蔬果种类、绘画风格等维度进行分类，方便

学生进行对比和学习。例如，将所有画葡萄的作品归为一类，

学生可以通过对比不同同学的作品，学习到不同的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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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意。同时，AI 还可以提供一些关于写意花鸟画的知识

问答和拓展阅读材料，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这一艺术形式的理

解。例如，AI 可能会提出问题：“写意花鸟画中，如何通

过笔墨表现蔬果的质感？” 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或者推送

一些关于写意花鸟画发展历程的文章，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通过这种互动式的作品展示与交流方式，学生能够从多个角

度学习和提升自己的美术素养。

3.2.3 教学效果

通过本次教学，学生对写意蔬果绘画技巧的掌握更加

扎实，在作品中能够较好地体现出一定的笔墨韵味和意境。

他们笔下的蔬果不仅形态生动，更蕴含着对中国传统绘画艺

术的理解与感悟。同时，通过对中国传统绘画文化的深入学

习，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培养了学生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强烈意识。在今后的学习

与生活中，学生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关注和学习传统文化，成

为传统文化的忠实守护者和传播者。

4. AI 赋能小学美术教学面临的挑战

4.1 技术设备与资源的限制

AI 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的硬件设备支持，如智能绘画板、

VR/AR 设备等，以及丰富的软件资源和教学平台。然而，部

分学校由于资金有限，无法配备足够的先进设备，导致 AI 技

术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受到限制。此外，一些优质的 AI 美术

教学资源需要付费使用，增加了学校和教师获取资源的成本。

4.2 教师的技术素养与教学能力不足

AI 技术的应用对教师的技术素养和教学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掌握美术教学的专业知识，还要熟悉

AI 工具的使用方法，能够将 AI 技术与教学内容有机融合。

但目前部分教师对 AI 技术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有限，在教学

中难以充分发挥 AI 的优势，甚至可能出现技术操作失误等

问题，影响教学效果。

4.3 对学生艺术素养培养的潜在风险

虽然 AI 能够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创作辅助和灵感启发，

但过度依赖 AI 可能会导致学生对传统艺术技能的忽视和艺

术感知能力的下降。例如，在绘画创作中，学生过度依赖

AI 的色彩搭配建议和绘画技巧提示，可能会缺乏对色彩和

笔触的自主探索和感悟，不利于学生艺术素养的全面提升。

5. 应对策略

5.1 加大技术设备投入与资源建设

政府和学校应加大对教育技术设备的投入，为学校配

备先进的 AI 教学设备，建立 AI 美术教学资源库。同时，鼓

励教育机构和企业开发更多免费或低成本的优质 AI 美术教

学资源，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降低学校和教师获取

资源的成本。

5.2 加强教师培训与专业发展

学校和教育部门应定期组织教师参加 AI 技术与美术教

学融合的培训课程，提高教师的技术应用能力和教学创新能

力。培训内容可以包括 AI 工具的使用方法、AI 教学资源的

整合与应用、基于 AI 的教学设计等。此外，还可以建立教

师交流平台，促进教师之间分享 AI 教学经验和心得，共同

提升教学水平。

5.3 引导学生合理使用 AI 技术

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正确看待 AI 技术，明确 AI 只

是辅助学习的工具，不能替代学生自身的艺术思考和实践。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对传统艺术技能的学习和掌

握，鼓励学生在借助 AI 获取灵感和帮助的同时，进行自主

探索和创新，保持对艺术的敏锐感知和独特理解，全面提升

学生的艺术素养。

6. 结论

AI 技术为小学美术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活力，通过

在人教版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应用案例可以看出，AI 在激发

学生兴趣、拓展创作思维、实现个性化教学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然而，AI 技术的应用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需要政府、

学校、教师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通过加大技术设备投入、

加强教师培训、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等策略，推动 AI 与小学美

术教学的深度融合，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美术教育，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艺术素养的新时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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