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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如何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崔峰 

富阳文化教育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 311400

摘要：美术教学在小学课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门科目，开展小学美术教学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对美的认识，激发学生的

想象力，发展学生的个性化，使德智体美劳五项全面发展中的美育得到培养。美育的主要含义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因此，

在小学美术教学中，教师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让学生能够在一个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提高对美的认识，提高学生的

审美能力，本文主要针对如何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做出了分析。

关键词：小学美术；审美能力；培养

开展小学美术教学不仅可以让小学生发现生活中的

美，也可以让学生通过结合美术工具来将心中的美表达

出来，使每个学生的个性化得到展现。学生通过教师在

课堂上营造的轻松愉快的环境氛围来感受美，提高对美

的认知。审美既然是一种能力，那对审美能力的培养便

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步一步的积累起来的。其次，

小学学习要注意将学生的学习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将审

美能力的培养相结合，有利于让学生在生活中感受到美，

在生活中的处处发现美，感受美，使小学生的审美能力

有一个波浪式的推进，螺旋式的上升。在小学美术教学中，

教师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学生的审美能力进行培养。

一、小学美术审美能力培养的重要意义
审美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种重要教学理念，在教学

实践中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除了能增强学生的审美能

力之外，还能够强化学生的学习能力，促进学生健康全

面发展。小学美术教学作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

方面。第一，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增强学生

的学习能力，在小学美术教学中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观

察能力，并能够对事物有自己评判的标准；而且在学生

对事物的观察过程中其耐心、耐力和判断力都会得到有

效的锻炼，其学习能力在这样的过程中也能得到一定的

提高。第二，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小学

生健康全面发展，由于小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阶

段，如果在这个时期对学生实施积极向上的审美教育，

在帮助小学生获得美术知识的同时，塑造正确的审美观，

使学生获得良好的锻炼和塑造，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由此可见，在小学美术教学

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不仅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还能引导学生欣赏美及创造美，从而发现生活中的美，

这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目前培养学生审美能力面临的问题
虽然，如今美术课程在小学教育中农的地位不断提

升，但实际上美术教学仍旧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有：

（一）未能真正地重视起审美教育

与语文、数学等课程相比，美术课程具有明显的开

放性以及艺术性。若要提升教学质量，教师应当以新型

教育理念为主，注重拓展学生的个性思维，使学生可展

开自主赏析。但目前，实际教学课堂部分教师未能打破

定式思维，仅以基础知识、绘画技巧等为主，直接忽视

审美教育，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难以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方式单一

教育改革背景下，要想进一步有效培养学生审美能

力，则应当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为主，尽可能满足新时

期学生的各项需求，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但实际教学过

程中，很少有教师应用多元化的方式，习惯性地以常规

方式为主，同时在种种因素的限制下，师生之间的互动

并不多，不能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这种情况之下，课堂

上学生自主实践的机会并不多，不利于培养审美能力。

（三）教师未能全面认知审美教育

有的教师认为，审美教育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将其

应用至教学中，必然要求学生掌握更多专业知识，这与

小学阶段学生的实际情况难以匹配，故不用施行审美教

育。这一认知极为片面，且陷入一定的误区，若是始终

坚持这样的认知，那么必然难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也难以优化并创新美术教学。

三、小学美术审美能力培养的策略
（一）审美能力培养方法

1.自由性审美能力的培养

当前小学美术教学的一个巨大弊端就是审美观过于

趋同，在国民教育大众化的培养之下，教师对所有同学

采用基本一致的培养模式，这就造成了审美能力的大同

小异和千篇一律。我们从小就鼓励集体主义，但不鼓励

思维上的一致性，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王国。而

在传统的教学中，美术审美往往千篇一律，具有应试的

程序化和模块化，按照统一教学的要求，要进行相同的

手工教学、手工鉴赏、鉴赏意见，这显然过于泯灭了孩

子的自由创造性和发挥性，从根本上背离了教育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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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教育中我们鼓励有教无类，如在进行《美丽的雕塑》

教学环节时，需要学生用泥土捏做造型，这就需要给学

生自由发挥、自我表达的意识，让学生自己与美术作品

产生共鸣，阐述内心的创作意图，教师在其中更适合充

当引导的旁观者、困境的启发者、审美的提高者。

2.健康化审美意识的培养

目前，教师对学生的审美化培养过于追求阳春白雪。

看到世界名家名作记忆犹新，啧啧称赞，看到本土画作

弃而避之，这样会对学生的审美观造成很大的困扰，即

不接地气。所以，审美观的塑造首先应该以健康化为出

发点，让学生与生活、自然贴近，与真善美贴近。目前

的工业化美术风潮带来了许多褒贬不一的作品，有些并

不是小学生所能承受的，所以教师需要做到有效甄别。

3.个性化审美观的培养

个性化即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在西方教学中也被

称作“教育的人道主义”，在学生自有的认知和能力下，

要更加尊重孩子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培养，再此期间教师

稍加引导，引入教师课堂辅助的机制，教师在美术教学

中可以更加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创作，留给他们更多个性

化的思考空间。审美能力不是被动，教师有为也无为。

无为是不对孩子的正确选择作出过多的判断，使之千篇

一律，而有为则是应该促进学生的个性化表现，遵从孩

子内心的爱好与想法，大胆放手让孩子去做、去尝试。

在美术课堂上，教师可以给学生留下一些具有思考性的

深度问题。如教学《生命之源——水》一课时，教师可

以对学生说目前生活中有许多破坏大自然的现象，请学

生想办法阻止，并把它们画下来。学生的个性化思维此

时就被开动起来，肯定会产生许多的看法和意见，并且

随之产生许多想法性的画作，教师对每幅画作都要进行

点评，赞美有创意的作品。只要教师运用了正确的引导

方式，用心地评价学生的每一幅作品，就会激发学生的

想象力。

（二）美术课堂教育方式的改进

1.加强对学生的现实观察审美

在课堂上，可挖掘利用的审美素材其实是有限的。

教材往往也只是一个楔子，过于因势利导反而导致死板。

有效地利用本地地域的乡土文化，则是培养学生审美能

力的一个重要的资源。乡土文化是本地得以发展延续的

根，是学生从小到大所能接触到的，所能了解到的文化。

进行地域乡土文化的教学，不仅可以使学生们进一步的

了解到自己家乡的文化，还能增加学生进一步了解家乡、

热爱家乡的情愫，培养学生的自豪感、归属感。所以身

为教师要积极挖掘家乡的素材，在课堂上讲好家乡故事，

丰富美术课堂的艺术细节，提高美术课堂的品质。如在

进行《身边的设计艺术》和《家乡专题》的教学时。课前，

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们走街串巷，寻找乡土文化气息。乡

土文化气息散落于家乡各处，他们可能是即将遗失的手

艺人的悲叹；可能是田间麦芽的芬芳；可能是古式建筑

的砖瓦阁廊；也可能是静静的池塘上的一朵莲花。学生

在街头巷尾寻找家乡气息，让他们心中充满着情愫，同

时将这股情愫转化在美术的审美提高中。在课堂上，也

可以灵活多变，如将课堂平移到美术馆、博物馆，带领

学生参观本土优秀画家的画作，看看前辈们是怎么做的，

而不止将目光仅仅集中于技能技巧的提升上。在课堂结

束时，让学生围绕本次课堂的乡土主题进行一次立足于

家乡展开的创作。这样使得学生的审美能力提高是构建

在本土思维、本土视野上的，具有深刻性和不可磨灭性。

2.加强对学生校园文化的审美

学校之所以充满活力之源就在于校园文化。校园文

化也是提高学生美术审美的重要资源，教师可以将美术

教学与校园文化进行整合，让美术融入校园文化，成为

校园文化的一部分。可以结合校园文化的具体建设节奏，

进行美术教学的展开，如校园最近开展了“学习雷锋，

争做好人好事”活动，美术课堂就可以紧紧围绕这一主

题进行展开，让学生观察校园中的细节，记录下校园的

每一个令人动容的瞬间。如校园开展各种主题的展览时，

可以带领学生一起前去观摩。校园运动会，我们也可以

用美术的方式进行记录，让学生立足于各种视角，是加

油鼓劲的还是努力冲刺的，都值得让学生们去记录。在

征得学校的同意，对学校的墙壁、井盖进行美术美化，

让学生自己创造，教师在一旁指导，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

提高学生爱校荣校的认识。总之，将美术教学与校园文

化进行深度整合，既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落实，也有利

于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

3.加强对学生的历史文化审美

美术也是记录历史文化的载体。在文字还没有出现

雏形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在甲骨、瓷器上记录生活中的

琐事。到了美术的成熟期，美术更是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和作者个人的志趣。《步辇图》记录大唐盛世；美术让

景德镇陶瓷充满东方神韵；敦煌壁画诉说着中西域那段

历史；范宽的《雪景山林图》情景交融；郑板桥的《画

竹》衬托人物内心的高洁。如果不了解画作的历史情境，

就无法体现出其中的韵味，只能在那里空谈绘画技巧。

所以美术课堂也称得上是半个历史的课堂，要让学生在

课堂中把握住历史延伸的脉络，触摸到那个年代的气息，

这样才能引导学生感受到历史文化的沧桑感，真正的体

会到创作者的心态。只有把握了历史，具有了良好的审

美能力，才能内心充盈、情感丰富、胸中有货，才能创

作出真正能够记录时代脉搏的优秀作品。

4.深化新课标教育精神的融入

新课标为美术课赋予了三个目标方向，即美术知识

技能、美术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美术审美

就属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一类，可见其在美术教学中重

要的战略地位。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的课堂上，教师都

应该将美术的审美观向学生尽力的呈现和传送。教学标

的可以不同，但是教学目标需要保持一致，这是由教育

的相对公平性和美术学习的方法论所决定的。就如古时

欧阳询练字一样，虽然无笔，但是心中有意，通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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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在沙地上的锤炼，最终成为了一代书法大家。所以，

美术课堂不需要过多的在意自己所处的环境、基础资源，

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发挥本土核心的文化价值，要义在

于贯彻新课标的重要精神，严守新课标美术教学的三个

方向，使学生拥有一双可以明辨一切的“火眼金睛”。

（三）加强课堂创造和线下实践

1.创建审美情境式课堂

注重信息技术在课堂中的使用。审美底蕴有时难以

用语言进行描绘，实物受制于条件又往往难以真实地在

课堂呈现，所以需要教师借助多媒体进行全面的展示。

如今互联网上已经包含了大量扫描的作品，可以弥补大

家不能亲临现场的遗憾，教师可以通过广泛的线上渠道

搜集各种代表性的画作进行教学使用，将作品立体式的

展现在学生面前。如在进行《伟大的艺术》和《漂亮的

建筑》教学时，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将画作的创造历程和

创作背景告诉学生。如想让学生感受到古代顶尖画作的

魅力，可以在教室内登录故宫的相关网站，把故宫收藏

的大量创世之作进行扫描，同时配备相关的语音解说，

在课堂上利用多媒体设备可以进行全景赏析，让学生在

融创式的课堂上得到升华，这样使学生内心深处产生对

美好艺术的向往和赞同。同时在课堂上多注重学生素养

的培养，少一些填鸭式的技巧塞入，学生对于美术的兴

趣源于对美术真正的立体了解，如果教师一下子把知识

全部都塞给学生，那么，在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审美素

养提高的愿景就难以实现。所以教师在课堂上少讲些理

论，多注重学生的素质挖掘。有的学生可能更擅长于美

术评价，有的学生可能更喜欢美术创作。志向不同，培

养方式当然也可以不同。

2.注重线下课堂的拓展

审美塑造的另一方面来源于学生的多见多闻。两耳

不闻窗外事肯定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实际提高效果不利，

所以一定要立足于本土现有的资源，盘活线上线下，尽

可能的让学生开阔眼界。要增强学生的生活体验感，线

下要多带学生走出课堂，亲近自然与生活，这样学生才

能在生活中感受到文化的背景，让学生能够融入生活，

从生活中找到充满艺术创作的动力，让生活成为每一张

作品的源泉。如在进行到《四季的色彩》、《生活中的

暖色》的教学环节时，可以利用学校每年组织的春秋游会，

带领学生到本地的风景名胜进行自然写生。在拥抱自然

中让学生们体会到风景秀丽同时，用美好的风景刺激学

生创作的欲望。这些风景在美术课堂上也确实有，但是

相比较之下灵气还是差了许多，对照审美感的提升还是

“活”的景效果更好。要构造强烈的美术文化氛围，文

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文化的构造就成了关键。教师

平时要多利用社会资源，带领学生前往充满美术资源的

地方去增长见识。如平时要多带学生前往文创场所，让

学生在美术馆感受到艺术的熏陶，在文化创意园感受到

美术创作的魅影，在校内课余时间开展美术作品进校园

的活动，让艺术的氛围氤氲校园。通过广泛的校内外联动，

促成资源的盘活，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促进文化生活的

构建，为学生创建良好的美术文化氛围。

结语
目前，在我国小学美术教学中，学生审美能力的培

养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不重视审美教育、教学

方法单一等问题。美术教师要结合实际开展美术教学，

采取有效的培养策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拓展学生的学习途径，不断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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