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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融入小学美术教学的实践研究

◎常耀宗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大力推进以及大数据时代的快速发展，中国教育课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在众多新兴而上的

教学新模式和新方法中，微课以先进的时代性和便捷度进入了教学课堂的舞台，成为在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学课堂中一个高

效且有趣的教学手段，并在传统课堂教学还没有完全被取代的教学模式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优势。因此，小学美术教师要

积极结合微课教学，将小学美术的教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更新策略，充分发挥微课在美术教学中的特点和优势，提

升小学美术的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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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美术教学的课程内容不仅仅向小

学生传授美术知识和美术技巧，而应该在

教学课堂中对小学生进行美术素养、审美

能力、创作能力、创新思维以及综合能力

的培养，将学生的美术感知力在儿童的时

候就完成塑造，以满足学生将来的发展需

要。随着新课改的大力推进，依托信息技

术的快速发展而衍生的微课教学作为教育

改革当中的主要方案之一，进入了小学美

术的教学课堂，成为教师和学校教学的一

大利器。其明显的灵活性、互动性和整合性，

为小学美术课堂增添了更多活力，帮助了学

生对美术课程知识的学习，提高学习美术

科目的兴趣。因此，笔者针对微课在小学

美术课堂当中的应用策略进行了分析探究，

以供小学美术教学人员及学生进行参考。

一、利用微课导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一个良好的课堂导入环节是一节课成

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此环节能够发挥激发

学生好奇心和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的重大

作用，一个经验丰富教师的体现点之一也

是看该名教师是否在课堂导入环节进行精

心设计，将学生于课堂短时间内融合一体。

经过良好的课堂导入，教师能够在良好的

课堂氛围中，进行课堂教学，帮助学生在

集中注意力的情况下进行知识掌握。因此，

制作一个生动活泼，短小精悍的微课视频

将对课堂的展开和高质量教学提供优质的

机会。例如在讲解《做一道拿手菜》的课

程中。教师可以在课前利用视频为学生展

示美食的具体细节和风俗故事，通过短小

精悍的微视频，其中加以文字介绍，为课

程的开启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利用微课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

众所周知，兴趣是一个人学习某件东

西的根本动力。兴趣会让学生破除一切学

习上的阻碍和情绪并进行到学习的状态当

中，并达到最高效的学习效率。而美术课

程则是一个非常直观性的课程，在视觉上

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除此之外，教师应

在这个先天的优势上进行视觉上的创新，

利用微课将生动、灵活和整体性的教学环

境呈现给学生，更能激发学生对美术学习

的兴趣，并在教学场景和教学知识中感受

到美术学的魅力。同时，教师在整个教学

过程中要积极地进行引导，激发学生提高

审美和创作灵感。例如在讲解《汉字中的

象形文字》时，教师如果仅仅用语言的方

法进行讲授，难以给学生清晰和形象的解

释，因此可以借助微课。制作微视频的方

式，将汉字的象形演变成一个个动态的过

程。其中注意到简单易于理解的汉字演变

动态过程。比如“人”字；通过树林形成

“木”子；通过太阳展示“日”字；经过

山的形象展示“山”字。借助形象化的微

课视频，教师缓解了教学压力，学生能够

从中体会到汉字的演变和趣味。在整个过

程中不仅培养了学生理解汉字的发展，培

养了象形文字的知识和理解，同时在教学

过程中学生锻炼了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

以及表现能力，增加了对传统文化的情感，

传承了中国汉字文化的发展。

三、利用微课开展课堂练习，加强课堂的

教学反馈

实操练习作为小学美术课堂的主要活

动之一，也是美术课堂中学习能力的一个

强大的检验过程和知识补充过程。在这个

过程当中，教师扮演了引导者和陪伴者的

双重角色，因此以传统的方式难以平衡两

者的角色，教师可以通过微课的方式，领

导学生进行知识巩固并进行实践练习，通

过微课的形式增加实践课程的趣味性以及

练习的丰富度，使学生和老师在整个课堂

中建立良好的教学氛围和教学关系，增强

课堂的教学效果。例如，在讲解《精美的

邮票》一课当中。教师如果仅仅是将《十二

生肖》的邮票让学生进行自己硬背。难以

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甚至会引起学生的

逃避和厌烦心理。因此教师可以利用微课

制作成相关的图片，视频。例如“连连看”

或“找不同”等小游戏，通过游戏的方式

让学生在过程中感受到乐趣，也能进行知

识的掌握。

四、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和时代的共同发展以及

互联网的深度覆盖，微课将成为学校教学

当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微课将广泛的应用

到教育领域，想要达到一个高效、高质量

的小学美术课堂，教师要充分利用微课在

当前时代的巨大优势，将课程设计和教学

模式进行更新换代，与时俱进。在满足学

生年龄段的心理前提下以及实现教学目的

要求中，将微课和课堂教育进行完美融合，

为小学生美术教学提供动力，提高学生美

术素养，完善课堂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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