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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赏识在美术课教与学中的有效运用

王Ǔ健
天津市静海区梁头镇罗塘小学Ǔ天津Ǔ301600

摘Ȟ要：一句赞许的、肯定的、赏识的话语成就了一个人的一生。学生如同幼苗，教育学生就如同培育呵护学动

苗的生长，而赏识便如同甘露，滋润幼苗茁壮成长。因此，学生通过往成功彼岸之路，离不开赏识的引领和助力。在

美术教学中，赏识孩子，不仅呵护了孩子们珍贵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也走进孩子的心灵，促进孩子发展。而赏识

教育观念、教育方法给我的成功又带来了新契机。

关键词：赏识；小学美术；快捷键；有效渗透

今年教师节这天我收到一个“特别”的快递包

裹——已经毕业学生的卡片，他这样写道：我爱您老

师，您从来不说我比别的孩子差，您总是在我所干的事

情中，不断寻找值得赞许的地方；我怀念和您在一起的

所有时光。一句赞许的、肯定的、赏识的话语成就了一

个人的一生。学生如同幼苗，教育学生就如同培育呵护

学动苗的生长，而赏识便如同甘露，滋润幼苗茁壮成

长。因此，学生通过往成功彼岸之路，离不开赏识的引

领和助力。在美术教学中，赏识孩子，不仅呵护了孩子

们珍贵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也走进孩子的心灵，促

进孩子发展。而赏识教育观念、教育方法给我的成功又

带来了新契机。也就是说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天才，相

信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

以赏识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动力，能够让美术教学

更加愉快，是学生实现“美”中取乐，构建有生活情趣

又有美术意识的教学活动，从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出

发，引导学牛从多角度欣赏、多途径挖掘生活中美好的

事和物。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美术教学中与美术进行亲

密接触，针对学生对美术课的兴趣不高、缺乏求知欲、

缺乏深度学习、课堂气氛不活跃等方面，以赏识教育来

解决制约美术发展的一个个原因。对学生而言，在美术

课堂上学习到的知识都是比较抽象的，所以容易形成消

极印象，进而降低学生参加美术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充

分把握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思维发展规律，在教学活动中

挖掘学生特有的对美术的认知能力和思维理念，为了提

升学生对“美”的鉴赏能力，在我的美术课程改革教学

中我从以下五点赏识我的学生。

1��一个“行”字，酝酿了师生教与学的兴趣。

小学生进入学校后，要接受的新生事物太多了，在

他们还没来得及完全进入状态时，时代已经把一个崭新

的教学形式——自主探索学习放到他们面前。孩子们在

本来就有点彷徨的情况下，心里在千百遍地问自己：我

能行吗？孩子们就这样在“我能行吗？”的疑惑中开始

了他们自主探索学习的历程。

从迈进第一节课时，我就让学生在“我能行！”的

鼓励中主动探索接受知识。在一年级上册《认识美术工

具》一课教学中，将我们将要用到的美术工具收集起

来，放在一个布袋里，我拿出布袋对学生说，我是个

“魔术师”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让他变漂亮“。接着，

让学生上台摸出一张普通的彩纸。我拿出剪子，几下把

它变成了一幅美丽的图案。孩子惊奇的看着我，我又让

另一个学生摸出彩笔。我画了他们喜欢的东西，孩子们

鼓掌叫好。学生们好奇的，渴望的眼睛盯着我。我知道

他们已经喜欢上我了，还爱上了美术课。这时，我开始

鼓励他们：只要你们努力，也能行。学生们心里美滋滋

的，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加上本课的学习趣味性很

强，让学生一下子兴趣百倍。一节课下来，学生都能初

步学会而且意犹未尽。“我能行”的感觉油然而生。一

次次地让他们感觉“我能行”。赏识成为我成功的桥

梁。在这样的氛围中教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愉悦。教

学效果就不言而喻了。

为了让学生在以后的学习中不断地感受“我能

行”，我注意对教材进行调整，对教学程序进行调节。

以追求教学效果的最优化。在日常教学中，注意帮孩子

们铺设通往成功的阶梯。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学生在

每个环节中都能不断感悟到“我能行”。“行”是学生

自主探索学习的助推器[1]。

2��一个“好”字，激发了师生教与学的求知欲。

学生对美术有了兴趣，充满了信心，带着极大的学

习热情迫不及待地想去畅游美术世界。这时赏识又如同

一双“慧眼”挖掘孩子们的闪光点，他们身上蕴藏这巨

大的发展潜能和力量。教育的职责是“长善而救其失者



2024� 第6卷�第4期·教育理论与应用

2

也”。帮助学生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用心发现了学生

的创造力，保护了学生对知识的好奇心，一步步的引导

与鼓励，激发了学生浓厚的求知欲。

在师生体会到“我能行”的乐趣后，我就和他们一

起体味艺术的魅力。在一年级上册《下雨了》这一课

时，我们结合古诗来思考和联想，并要讲解理论知识，

采取不同的美术视角，从不同角度了解美术理论，课堂

顿时活跃起来了，孩子们兴趣很高，充分发挥了他们的

想象力和表现力。

在古代人们不光是去赏雨，还会去听雨，比如说杜

甫的《春夜喜雨》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古

人对雨还有许多雅称，比如李白的“白雨映寒山，森森

似银竹”把雨比喻成倾斜的竹子；在苏轼的诗句中“黑

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他把滴在船上的雨滴

比作跳珠，就像跳跃的珍珠一样；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想

象力。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画出不一样的下雨天，首先画大

雨天的环境色，孩子们大部分想用蓝色彩笔，也有用白

色的，经过热烈讨论最后一致同意用灰色的，他们认为

灰色具有阴沉压迫的阴天感觉，然后可以去叠蓝色，蓝

色是还没有被乌云全部遮住的天空，然后进行涂抹，出

现朦胧的效果，下雨前风起云涌天翻地覆；流沙滚滚而

来，到处是一片灰蒙蒙的，所以下雨的环境色用灰色叠

加蓝色。再用白色蜡笔画雨滴溅落滴打在地面上然后跳

起来的感觉。表现一种比较大的雨，雨滴滴入积水然后

又弹跳起来的。一个个珍珠一样。

接着画细雨如丝，全班同学都是用蓝色的，我问孩

子们为什么要用蓝色，他们用那充满稚气的声音，七嘴

八舌地说：“水，看起来是蓝色的，天空还没有被乌

云遮住也是蓝色的。”“蓝色给人一种清新舒适的感

觉，”“下雨天给天洗了个澡蓝蓝的”我们用蓝色画很

细很细的雨丝，像蚕丝一样可以用不同的颜色表现。

再画下雨带人物的场景，孩子讨论说可以用绿色，

讨论刚结束，一个平时很文静的女孩子，突然站起来红

着脸说：“老师，我认为画下雨要用五颜六色的，下雨

天灰蒙蒙的，我们都愿意穿上彩色的雨衣，拿上彩色的

雨伞，穿上彩色的雨靴，下完雨还有彩虹。”其他孩子

马上同意她的观点，我望着这天真可爱的孩子笑了。

最后画田野中的雨，是绿色，是青翠的树，是葱，

是菜，是小麦，是勤奋的农民伯伯的辛勤付出和对生活

的热爱。这一幅幅充满稚气的画，构成一幅完整的孩子

们心目中的田野风雨图景。

接着孩子们用各种不同的器物和口技模仿小雨、大

雨、暴雨，创作了最原始的音乐──风雨交响乐。然

后我把孩子们的创作录下音。再把画的雨挂起来，对

应大自然中真正的下雨的声音，及音乐家所创作的雨

一起比较欣赏，进一步加深了孩子们的感受和认识。

“好”“真好”……我及时给他们加上最好的评价。再

一次让师生品味成功。

我迫不及待地想把学生带进美术的王国，学生更是

对美术充满了好奇和探究，对美术知识的充满了渴望。

赏识，使师生的求知欲如奔腾的洪流再也无法阻止[2]。

3��一个“棒”字，唤起了师生教与学的热爱。

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求知欲，我及时将这求知

欲化为动力，在这一阶段，我用的赏识评语也升级

了，“行”“好”已经满足不了孩子的好胜心了。

“棒”“真棒”“真有两下子”，让我们的赏识教育再

次升华。在教学工作中，我喜欢深入孩子中间去，学习

过程中时刻关注学生的学习动态，情感体验，同孩子们

一起画画，一起游戏，听他们向我倾诉，“蹲下来和学

生说话”要及时对学生的发现、创新、描述等进行表

扬，鼓励的话语、赞许的眼神、一个微笑、适时的指

正、祝贺的掌声。只有及时了解学生在发展中遇到的问

题，才能更准确的按学生的心理意愿设计的课堂教学环

节，在轻松活泼，民主和谐的氛围中实施美术课的教学

内容。

当孩子们在此进程中取得好成绩时，“棒、真

棒……”这些词语我绝不吝啬，学生作品缺少个性，画

不好时，我会鼓励孩子“别灰心，仔细找原因！”“老

师相信你能行！”“相信自己，你会画好的！”。给予

孩子们热烈的赞许。人们都喜欢同欣赏自己的人在一

起。一夸学生，便能轻易地进入学生的心灵，学生会在

愉悦的心态里，接纳你。学生真心接纳你了，学生的心

门向你打开了，你才能真正去影响他、教育他。赏识才

可以提升和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有了赏识这节课才完

整，充分肯定学生的进步和发展。使学生就在这一遍遍

的鼓励声中对美术爱不释手[3]。

4��一句“了不起”，师生找到了教与学的快乐感觉

学生在一路体会成功中轻松愉快地学习知识、提高

技能，他们掌握了基本知识，懂得了许多技巧。课堂伴

有游戏，伴有诙谐的话语，学生快乐了，主动性和主体

意志增强了。

在一年级上册的《彩点连彩线》我采用绘画接龙，

接力合作的形式，观察抽象的点、线、面组成的画面。

对于大胆表现的同学，可以先示范“点”与“线”的

关系，然后让学生放开表现就好，对于不善于表现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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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让他们观察比较，以及适当的启发式谈话，引导学

生自由滴色、吹色、连线，这个环节因滴画、吹画的的

工具不同，颜料多少，孩子们的动作幅度不同，滴出来

的大小也不同，孩子们创作时也不知道滴下来的形状，

就像看天上的云朵，边画边想象。引导学生认识大自然

中的点、线的组合规律，让学生模仿，练习，及时给予

反馈，让学生可以用点、线的规律表现美丽的画面。

让学生快乐，对于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有一定的作

用。学生一高兴，情绪就显得激动，敢说敢想，无拘无

束，情感宣泄，表现自我。我鼓励学生不能仅在临摹中

体现美，而要在表现自我，表现生活，表现自然中感受

美。我还鼓励学生大胆参加各种绘画比赛，一张张“证

书”捧回来时，我利用美术课给学生颁奖发证，在颁奖

仪式上，我大张旗鼓地表扬这些学生。这种赏识同时对

其他同学也是一种鼓动，可以让更多的孩子体会成功，

享受赏识[4]。

5��一个恰当的“批评”，使师生教与学的成果优秀、

出色

在赏识教育中，用一份真诚的心，去提醒学生的不

足，学生会以感激的心态乐于接爱这份批评的。如：有

一次在做贺卡时，引导学生以《生日贺卡》个为主题创

作一张贺卡。有个调皮的学生，做了一张送给母亲的生

日贺卡，设计形式很一般，色彩搭配沉闷，只是在一张

黑色的纸上，画了一只小鸟，写了一句话：“祝你生日

快乐。”整个作品形象设计很草率，很明显没有认真做

作业，作为教师看到这样的作品，当时就委婉地批评了

他。在不伤害孩子积极性的基础上促进学生认识自己，

增强自信。让所谓的“差生”在课堂上找回自信，挖掘

自己的长处，更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在批评

时，首先肯定了他有一颗爱心，懂得去爱母亲，关心母

亲，祝福母亲。学生时有自尊、有感情的人，如果方法

得当，也许小的缺点会不治而愈，而人也会越长越生

动。针对作品的的形式、色彩提出了他的不足，最后对

他说：“像你这样有爱心的孩子，如果改掉作品的不

足，将会产生一幅富有爱心的优秀作品来。”后来，

这个学生竟对我说：“谢谢您，我因您而喜欢上了美

术。”显而易见，学生在恰当的批评中反而进步了。

我们的基础美术教育不是培养出画家的教育，绝大

多数学生的创作肯定是不成熟或很幼稚的，在教学过程

中应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哪怕是创作中表现出的一块

明亮的色彩或是一根优美的线条，都可以成为老师表扬

鼓励他们的依据，适当夸大作品中存在的优点，表现出

老师对他们的赏识，尽量以好的成绩和适当的评语对他

们加以鼓励和肯定，让学生体验学习的快乐和满足，让

他们看到成功的希望。赏识教育是欣赏学生的优点，赏

识教育是相信学生的潜能，赏识教育是激发学生兴趣，

赏识教育是尊重学生的个性。赏识——美术课教与学的

快捷键。使教师轻松地教，学生愉快地学。学生始终处

于“追蝴蝶”式的学习中，不再有“狼来了”的感觉。

我看到了学生明亮的双眼，感觉到他们对知识求知若渴

的精神，同时这种快乐感觉会辐射到其他学科。使他们

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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