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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趣”互动，AI 助力小学美术课堂评价

王丽群 1　王超 2　李小萍 3*

1. 武昌区付家坡小学　湖北武汉　430070

2. 武汉大学第二附属小学　湖北武汉　430072

3. 武昌区水果湖第一小学　湖北武汉　430070

摘　要：在当前“双减”政策实施背景下，教师着力于提高课堂活动的实践效率，以期达到更佳的教学效果。随着人工智

能技术的加持，利用 AI 辅助课堂教学的方式变得多样化，为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增添了丰富的维度，为活动评价注入了新

的活力。本文重点探讨如何运用豆包、闪剪等便捷小程序，开展“智趣”互动表现性评价，积极促进小学生在美术课堂活

动中主动探索和解决问题，助力学生能力素养的发展提升。

关键词：“智趣”互动；表现性评价；活动效能

1. 何谓“智趣”互动

“智趣”互动模式是一种将人工智能技术与课堂趣味活

动结合的全新评价方式。教师借助易于操作的小程序，如豆

包、闪剪等，巧妙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功能，激发师生参

与活动时的情感和创意。这种做法将传统课堂活动的静态、

单一的评价方式转变为动态的、沉浸式的学习体验。这种充

满活力的新型评价方法巧妙地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趣味之

中，使得美术教育的评价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判断结果”，

而是提升至促进“滋养成长”的艺术性对话。

2. 何为“智趣”互动

2.1 以“智”赋能，评价更易“入心”

2.1.1 巧设“智慧眼”观测点：

即通过豆包的 AI 图像识别、语音分析等功能，实时捕

捉学生创作细节。 

（1）“智眼”观测统计学生作品画面“个性符号”所

占比重。

（2）“智眼”观测分析学生作品画面的情感倾向，给

予应答。

2.1.2 设立“雷达”反馈区

即针对学生作品基础画面，通过豆包的 AI 生图为学生

思维延展提供“风向标”，引导学生开展“头脑风暴”，思

考个性化创作方案。如利用 AI 生图，彩铅、版画、新工笔，

或印象派、野兽派、伦勃朗、赛博朋克等模板迅速生成灵动

多样的艺术风格建议。不仅让美术基础能力强的学生拓宽创

意思路，也为能力较弱的学生推送指导范例。  

2.2 以“趣”设计，评价增强“磁力”

（1）人工智能小程序借助快捷途径，将抽象的审美元

素具体化并赋予趣味性，学生通过参与活动实践，逐渐积累

感知的愉悦体验，为美术素养的形成奠定基础。

①启动豆包小程序中的“画画作品点评”功能，对学

生的作品提出建设性意见。随后，利用“AI 生图”功能为

原本单一的画面增添炫酷背景，激励学生在后续创作过程中

突破固有观念，转变创意思维，使作品更加生动和丰富。

②虚拟情境便捷转化为创设任务场景让学生如身临其。

在豆包小程序中启用“超级变身计划”的色彩任务，将学

生作品魔法变身为立体卡通形象，引导学生精细描绘细节。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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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快乐“啦啦”

2.3 以“智趣”互动，多维构建“成长共同体”

2.3.1 人机共创式互动 

（1） 豆包将学生作品变身为“艺术小先生”，在学生

卡壳时推送灵感锦囊。  

用豆包的“AI 变声器”变成卡通角色的声音，给同学

的作品提意见（比如用“小猪佩奇”的声音说：“你画的云

朵好像棉花糖，下次试试用紫色吧！”）。

（2） 设计“找彩蛋”互评任务：要求学生在他人作品

中寻找隐藏细节（如“找到 3 处用了螺旋线的位置”），找

到后点亮彩蛋图标。

2.3.2 人际情感化互动 

（1）通过小程序 **“夸夸弹幕”** 功能，同学间用表

情包 / 语音进行优点轰炸；  

（2）生成“合作画作基因图谱”，用数据可视化展示

每位参与者的创意贡献度。

3. “智趣”互动的能效价值  

3.1 优化评价激励机制以激发兴趣

在课堂实践中，兴趣始终是推动学生学习的重点。教

师通过“智趣”互动，充分利用 AI 技术结合学生心智特点，

创造出更有效且有趣的悦动体验。

（1）AI 虚拟角色的语音点评让作品互动性增强，学习

更生动。用豆包的 AI 语音功能，生成学生喜欢的卡通角色

语音评语（如“小画家，你画的恐龙尾巴机械感十足，太酷

啦！”），配合表情包动画播放，让学生仿佛与虚拟角色对话。  

（2）闪剪的动画特效、豆包的 AI 角色扮演，让评价

过程如闯关游戏般引人入胜。与 AI 虚拟角色互动，让评价

“活”起来，教师通过设计“神秘嘉宾”环节：每次随机生

成不同风格的 AI 嘉宾评委（如外星人、魔法师、艺术家），

用风趣、幽默、夸张语气点评作品亮点。

3.2 提升动态作品互动性效果

教师通过 AI“画画作品点评”的语音评语和“数字嘉

宾评委”角色扮演和 AR 技术，将学生作品三维动态展示，

提升互动性，平台提供的作品分享和互动评论，增进学生交

流与合作。（图 2）

图 2  AI 展开语音评价

（1）用闪剪将学生作品中的元素“动起来”：如让画

中的小鸟扇动翅膀、花朵绽放，生成 3 秒动态彩蛋，作为评

价奖励。

（2）用“拍照写十四行诗”、“拍照写十四行诗”这

些小程序，把学生的作品快速变成有主题和诗句的东西：点

燃他们再次  创作的热情，让创作更有劲头。（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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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I 为学生作品配诗

（3）在小程序中设置“随机挑战任务”（如“用三种

几何形画小怪兽”“给自画像变装”），学生完成任务后解

锁盲盒奖励（如点亮创造章、特效加皇冠）。  

（4）用闪剪将学生变身数字主持人，学生每完成一次

互评或创作任务，给予阶段性点赞，集满后触发全班特效

动画。

（5）限时主题创作赛：通过豆包发布主题（如“10 秒

画风筝”），学生上传作品后，AI 自动生成不同的艺术风格，

鼓励学生更多创意。

AI 智能捕捉到传统评价易忽略的进步（如从“杂乱涂鸦”

到“有意识留白”），通过微成长轨迹图可视化呈现。

3.3 激发学生参与多维度互动，拓展丰富校园社交活动

教师依托班级 QQ、美篇等设立“小小艺术社区”电子

相册，打破时空限制，使同伴互赏从课堂延伸至家庭，培养

共情能力。 

（1）打造趣味评价社区。

家长趣味参与“小小艺术社区”电子相册进行“亲子

默契评分”：家长通过小程序猜孩子作品的创作思路（如“为

什么天空画了绿色？”），猜对颁发动态“默契星”。  

（2）用闪剪将学生作品与家长童年画作合成“跨时空

对比图”，生成趣味报告（如“你和妈妈 8 岁时都爱画彩

虹！”）。

3.4 创意展示延续激励，让优秀作品“破圈”

3.4.1 虚拟云画展 

（1）用闪剪将学生作品嵌入虚拟场景（如太空站、海

底世界），生成“个人画展”3D 导览视频，学生通过班级

QQ 分享链接邀请同学“云逛展”。  

 （2）在豆包中设置“作品热搜榜”，根据点赞、评论

量生成“本周最受欢迎作品 TOP10”，上榜作品自动获得闪

剪边框特效。

3.4.2 跨界联动惊喜 

（1）“名画再创作”挑战：用 AI 将学生作品与经典

名画拼接（如把自己的向日葵与梵高作品结合），生成对比

图并评选“最佳致敬奖”。  

（2）作品衍生周边：通过小程序将学生画作制成小贴

纸、电子表情包、电子徽章等作为奖励发送给学生使用。

3.5  即时“神秘彩蛋”，让评价充满惊喜

3.5.1 “随机送” 

（1）”每次评价后随机触发彩蛋：如用豆包生成“五

彩大转盘”（转盘内容为“色彩达人”“构图能人”等称号），

学生手动旋转获取专属标签。  

（2）上传作品时，闪剪自动添加“智趣特效”（如让

画面飘落樱花、闪烁星光），特效类型随创作主题变化。

3.5.2 “能量包”  

（1）设置“隐藏能量包”：如连续 3 次使用暖色调触发“烟

花魔法师”称号，画面爆发烟花特效；累计获得 10 个赞解

锁“艺术小达人”动态勋章。  

（2）用豆包生成“月度美术报告”：统计学生本月创

作数据（如“画了 24 种叶形，用了 5 种绿色系”），搭配

趣味解读（如“你是植物王国首席观察师！”）。

以《我的魔法书包》创作课中：  

（1）学生用豆包录制“书包功能解说”AI 语音日记；  

（2）闪剪将画面转化为立体书包拆解动画；  

（3）同学通过小程序发送“最想借用的魔法功能”投票，

系统自动生成“创意实用性双维度星图”。  

4. “智趣”互动的价值体现  

“智趣”互动评价量表结合定量与定性评价，评估学

生课堂表现。它关注美术技能及创新思维、小组协作和情感

表达等多方面发展。量表层次有助于教师和学生了解互动中

学生的能力和特点，全面评价其综合表现。（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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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智趣”互动表现性评价量表

4.1 实施“133”进阶评价连动，促进美术课堂活动效能

提升

（1）是指活动前导学激趣——AI 小程序生成的图片和

微视频迅速吸引学生，帮助他们快速进入学习状态。

在活动激发阶段，通过“数字主持人导学”环节，学

生能展示才华，锻炼口语和信息筛选能力。同时，其他学生

们通过看导学播报来了解社会上的新鲜事儿和热点新闻，这

样能让自己看问题的角度更宽广。活动推进阶段，通过“微

视频三连看”，AI 制作与主题相关的精彩视频片段，激发

学生好奇心和求知欲，让他们期待即将进行的学习活动。

（2）指活动中的三种评价互动方式——即“同伴”、“同

组”和“同思”。

①同伴就是在课堂上，学生通过坐在一起的交流，互

相碰撞思维和分享知识。这种互动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合

作精神和沟通能力，让他们在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环境中

一起进步。

②同组就是强调学生在小组内的合作和分享。老师可

以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兴趣，把他们分成不同的小组，让

他们围绕一个主题或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这种互动方式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思维，使他们能够在集

体智慧的碰撞中迸发出新的火花。

③同思这种互动方式更高一级，要求学生自己动脑筋，

然后和同学们深入交流讨论。通过这种方式，同学们可以互

相启发，互相补充，一起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3）活动后的 3 种扩展方法——集思、巧思、拓思

活动后的三种扩展方法包括集思、巧思和拓思。集思

鼓励学生总结反思，巧思引导创意性思考，拓思促进学生拓

展知识视野。

其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其他地方，

让他们通过比较和推理，举一反三，提高思考的能力。

激思通过提问、讨论和实践来激发学生的思维，激活

巧思形成自己学习、探索和合作的方式。拓思则通过评价作

品和测试活动效果来量化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小组讨论和项

目汇报展示思考的过程和成果，接受评价和建议，帮助学生

全面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调整学习策略，实现思维的拓展

和提升。

4.2 “智趣”互动营造和谐评价氛围促进情感体验

在小学美术课堂拓展活动的“悦创工坊”中，教师设

计了《纸艺蛋糕》，是个需要完成几十个零件的组合折纸作

品，能力强的学生也只能完成小蛋糕的造型。因此，教师积

极鼓励学生分组自由组合挑战制作多层彩色拼叠蛋糕，各个

小组商议蛋糕配色、花边折叠创意组合，用曾学过的玫瑰花、

千纸鹤技巧时，真是团队协作合作力量大！

4.3 “智趣”互动促进家校共育，提升育人能效助力学

生综合能力发展

很多家长们因工作忙碌，少于陪伴，忽略孩子成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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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兴趣需求和精神寄托。因此，教师依托教育云、家校

帮、校园网、年级大家展、班级 QQ 群、微信朋友圈等便捷

互动平台，选择便捷的 APP 影集、视频软件平台及时展示

评价结果 --- 如《成语新编折叠书》电子相册、《翻转原

创诗集》主题影集、视频秀等形式向家长展示“悦创工坊”

课后活动过程，引导他们关注浏览，让他们在空闲时间能够

见缝插针了解孩子的兴趣学习，见证孩子成为“悦折小先生”

的经历。

综上所述，小学美术课堂通过引入“智趣”互动，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显著提高评价体系的效能。这种创新的评价

方法立足于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生活体验，向现实生活的本质

回归。它不仅激发了学生勤于思考、善于学习的潜能，促进

了主动创新、协作探究和解决问题等学习能力的发展，还有

效地提升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进一步释放了活动成果的

潜力。因此，学生得以持续地实现自我超越，实现全面而健

康的成长。

5. 课堂有效“智趣”互动的触发点  

5.1 短平快

课堂活动中每次“智趣”互动不超过 2 分钟，避免复

杂操作扰乱学生创作热情和节奏。互动环节设计简洁明了，

确保每位学生都能迅速理解并参与其中，不会因为操作难度

而产生挫败感。这样的设计不仅提升了课堂的活跃度，还保

证了学生在创作过程中的专注度和连续性。

5.2 强反馈

“智趣”互动结合特色音效、动画、虚拟点赞，增强

激励效果，促进学习动力持续满格。教师在《我的魔法书包》

创作课中，每当学生完成一项创作任务，系统会即时播放欢

快的音效，配合炫酷的动画效果，给予学生正面的视觉和听

觉反馈。同时，学生还能获得虚拟奖励，如积分、勋章等，

这些奖励可以在后续的课堂中兑换特殊功能或道具，进一步

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和创作动力。

5.3 促社交

通过人工智能 PK、合作、展示等设计，满足学生悦纳

自我与荣誉感。在《我的魔法书包》创作课中，学生们不仅

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就，还能通过 PK 赛、小组合作以

及作品展示等形式，体验竞争与合作的乐趣。作品展示环节

为学生提供展示创意的平台，让他们在师生面前展示作品，

获得自信和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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