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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之赛龙舟绘画教学研究

张晓冬
肥城市特殊教育学校 山东 泰安 271600

摘 要：培智学校绘画教学是为了让学生通过观察事物的形状、颜色以及结构，学会绘画技能，并且通过对各种

工具和材料的应用，采用造型、色彩、构图等艺术形式完整作品的创作，促进学生在活动中手眼协调，且视觉观察

能力、绘画能力能够得到提升，同时也能应用美术的形式，发展学生的审美情趣以及审美能力，为促进学生适应生活

以及融入社会奠定基础。在“端午节之赛龙舟”绘画教学活动中，注重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引导学生掌握绘画工

具，并且学会观察事物，在教师的引导下，能够逐渐掌握绘画的基本操作形式，为学生多种能力发展奠定基础。同时

也能通过此种形式，逐渐帮助学生对实际生活建立起新的认知，有助于学生对当前社会生活进行进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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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分析

1.1  案例背景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民俗娱乐活动，具有激烈性和竞

技性特征，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赛龙舟作为一项传统

文化活动，在教育教学中应用，能够充分发挥其育人

价值，便于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尤其是针对培智班

的学生而言，通过此种方式，帮助特殊儿童了解社会生

活和社会文化，对于促进学生融入社会生活有积极的影

响，让学生在感知社会生活时，能够从文化层面建立起

认知，且在实际绘画活动中，通过对色彩、线条、构图

等绘画的运用，可以提升学生的绘画技能。为此，在端

午节来临之际，举办以“赛龙舟”为主题的绘画活动，

让学生对赛龙舟进行了解，提升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兴

趣，并且能够自主使用线条、色彩和构图，将赛龙舟过

程中体现的事物以创作性的方式展现出来，通过大胆想

象，让学生体验创作的乐趣。组织绘画活动，促进学生

掌握绘画技能，锻炼学生动手操作能力与绘画能力，同

时利用传统文化熏陶学生，让学生了解端午节和相关的

文化，有助于学生获得绘画能力，也能帮助学生建立起

对实际生活的认知，并且以视觉性、活动性、人文性和

愉悦性的特点，促进学生发展。

1.1.1  活动目标
在喜欢和了解赛龙舟的基础之上，应用绘画的方

式，展现赛龙舟的激烈景象。自主应用线条、色彩和结

构等绘画技能，对赛龙舟进行创造性绘画，发展学生的

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体会绘画的乐趣，并且能够通过

实际动手操作的方式，掌握绘画技能。在绘画教学活动

中，鼓励学生进行想象，通过大胆想象的方式，激发想

象能力，体验创作乐趣，最终形成绘画能力。在绘画教

学活动中，通过组织具有创意性的绘画活动，提升学生

绘画技能，感受绘画乐趣的同时，激活学生思维。

1.1.2  活动重点
自主运用线条、色彩和构图等绘画技能，将赛龙舟

以绘画创作的方式展现出来，促进学生对学习内容的了

解，并且可以进一步感知绘画的乐趣，通过美术活动的

方式，感知实际生活，建立认知。

1.2  活动过程
导入过程：观看“赛龙舟”视频，吸引学生目光。

师：同学们，请看视频，你们认识视频中的事物吗？

生：老师，这是赛龙舟。

师：你们真的好棒，一下子就猜出来了， 那你们能

告诉一下老师，你们是怎么发现这是赛龙舟的吗？

生1：因为我妈妈带我去过。
升2：因为在看电视的时候，电视上说过，老师你看

还有水和龙舟呢。

师：你们真棒，不仅观察的十分仔细，还应用了生

活学习到的知识。你们在观看这样的比赛会有什么样的

感觉呢?
生1：很热闹，人多。
生2：很好看，因为龙舟很好看，而且跑得快。
师：那你们是怎么知道龙舟跑得快的。

生：因为很多人在一起使劲划船。

师：对，这么多人一起用力划船，龙舟就跑得很

快，那你们在观察龙舟的过程中，想一想赛龙舟来源于

哪里呢？

生：老师我知道是端午节，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才能

看见。

师：对了，就是端午节赛龙舟。那我们接下来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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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龙舟有哪些特点呢。

新课授予：直接观察龙舟造型，体验线条美感

教师在提出问题之后，引导学生回答教师提出的问

题，让学生对龙舟进行细致观察，并且感受绘画内容。

在教授新课的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做好现场示范，在示

范过程中，对学生进行讲解。

首先，讲解龙舟绘画的步骤。第一，画龙舟。第

二，画人物动作。第三，对背景和细节刻画。其次，归

纳绘制要点。第一，留意人物动作刻画。第二，留意色

彩处理。第三，引导学生进行创作构思。教师在讲授画

法的过程中，要注重对培智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分

析，选择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在画法讲授中，为了帮

助学生对绘画方式进行了解，教师要注重讲授方式。比

如，对于培智班级的学生，以直观展示的方式，教学效

果更好，学生能够以直观的方式获得知识内容的，且产

生深刻知识印象。在绘画教学中，为了让学生在绘画的

过程中感受到龙舟造型的特点，在引导学生构图的过程

中，还需要对于龙舟确定上进行思考。在这一部分中教

师需要通过自制的幻灯片的方式，帮助学生掌握画面处

理的方式，进而能够获得较好的教学成果。最后，引导

学生尝试练习。通过播放音乐的形式，应用典型画法，

鼓舞学生进行大胆想象和创作。

呈现交流：展示作品，班级观赏。

将学生创作的作品在课堂上展示，让同学之间进行

交流，通过此种方式，激发学生创造性。教师也需要对

学生的作品进行评价，要注重应用鼓励性内容，进而能

够保护学生创造性，同时也额能更好的帮助学生获得绘

画技能。

课堂小结：

师：在本次教学中我们学习了赛龙舟的绘画方式，

也掌握了线条、色彩以及构图的形式，同学们在创作中

也基本掌握了教师所教授的方式，但是还需要学生以后

能够在生活中学会观察事物，并且能够学习将本节课所

教授的绘画知识，体现在不同事物的绘制中，也希望你

们可以更好的进行绘画创作。

作业布置：

在布置作业中，将培智班的学生进行分层，因为学

生智力水平不同、能力不同、对于事物的感知能力更不

同，绘画是一种能够激发特殊学生潜能的方式。所以采

用分层教学的方式，为学生布置不同形式的美术作业，

让学生获得较好的学习体验，并且从美术学习中能够感

受成功，从而树立学习信心。

对于智力水平较好的学生，让学生观察家中摆放的

花瓶进行绘制。对于能力中等的学生则可以继续完成课

上没有完成的作品，对于能力较差的学生则需要在教师

的指导下进行绘画，完成课上学习作品。

2��效果分析

在本次教学中，对于绘画教学活动的中的每一个教

学环节，都进行了精心设计，从课堂导入到课堂展示，

都是按照培智学生的智力和能力发展要求而制定。

在课堂导入环节中，应用多媒体展示视频的方式，

能够更好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且利用色彩不同的画面

也能引导学生对色彩知识进行感知，是美术教学中需要

重点思考的内容。在展示视频的过程中，因为学生的智

力水平不同，注意力维持时间也有很大的不同，为此引

用此种方式则能够更好的吸引学生，且因为此种方式具

有直观性，恰好符合的培智学生的学习要求，学生也因

此产生浓厚兴趣。

在新课授予环节中，按照绘画教学的要求逐步开展教

学，充分尊重学生的实际情况，以教师示范的方式，提升

了教学的直观性，让学生能够更直接的看到龙舟的绘制情

况，且掌握线条的应用方式，此种方式不仅能够促使学生

获得直观的学习体验，也能更好的掌握线条的应用情况，

并且对整体的构图情况都能进行了解。且在教学中，通过

联系实际生活的方式，能够帮助学生以美术知识认知生

活，为学生融入实际生活奠定基础，也让学生在此种学习

形式下，能够获得更为直接的课堂体验。

在课堂展示环节中，能够完成任务的学生，在交流

的过程中可以获得较好的体验，且能够有效的激发学习信

心。教师对于学生的表现要注重给与鼓励，从而可以不断

激发学生兴趣，也可能挖掘培智班学生的绘画潜能。

3��问题分析

首先，在本次教学中，教学目标针对部分学生难以

实现，导致部分学生对于知识的兴趣程度降低。

其次，教学活动准备不足，教学导入部分欠缺对传

统文化的解释，导致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不深，同时

也难以发挥传统文化的育人价值，也不符合课程标准中

的人文性要求。

最后，教学设计不够完善，教学中语言以及使用的

案例缺乏创新，导致学生的注意力维持时间不长，降低

教学效果的同时，学生的能力发展也会产生消极影响。

4��改进反思

在后续教学中，还需要对学生学情展开分析，构建

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并且不断创新，通过此种形

式优化课堂。在本次教学中，虽然注重激发学生兴趣，

同时选择能够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方式，但是因为形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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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单一，再加上存在教学目标不完善、教学活动准备不

充足以及教学设计不完善的问题，课堂教学中留存的问

题还有很多，影响课堂开展。为此，在后续教学中，对

于课堂导入部分，则需要采用多种形式，比如故事导

入，模型导入的方式，可以应用故事的童趣性，也可以

借助模型的直观性，对于学生获得深刻的知识印象有积

极的影响。对于课前准备活动，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

善，所以还需要以学生的基本情况为依据，结合赛龙舟

绘画活动的要求，准备教具、教法等，从而为教学的顺

利开展提供保障。

结束语

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明确对培智学生实施美术教

学的重要性。在教学中针对教学全过程设计还需要体现

创新性以及学生的主体性，为学生获得较好的学习体

验奠定基础。同时，通过美术绘画活动，让学生建立起

与实际生活的联系，以美术的视角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

活，从而能够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也能帮助学生

积累生活经验，提升生活能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此

种方式对于激发学生绘画潜能也有积极的影响。所以教

师在设计教学时，要明确教学目标、优化教学流程、体

现教学中心，为学生能力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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