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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初中美术教学与线上课堂模式的整合

◎霍日查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课堂在教育领域也有了一席之地，为学生的学习带来了诸多方便，学生能随时

随地的通过网络和信息设备进行学习，可以在线上与教师有效沟通。笔者从这个问题出发，探讨了线上线下混合授课与初

中美术教学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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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笔者对于初中美术教学与线上

课堂模式整合的拙见：

一、课堂教学模式的构成结构和展开过程

教学方式：

（一）微课教学

微课是指以视频为主要记录方式，记

载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某个知识点的讲解过

程，或者教师教学过程中精彩部分的录制，

供学生后期学习，这是新教育时期现代化

学习的小环境，为学生学习美术提供了更

多的便利，更多的可能性。

（二）钉钉空中课堂

借助网络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有利于实现教育计划和解决居家隔离的现

实教育困难，钉钉空中课堂是我校线上实

施美术教学的主要平台，兼签到、举手发

言、点赞、听课于一身，使得我校线上教

学成功实施。以初中美术为例。

二、课堂教学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

布鲁纳提出了促进发现学习的方法，

一是鼓励学生积极的思考和探索；二是激

发学生的内在动机；三是注意新旧知识的

连贯性；四是注重学生各种技能的培养。

这对我们在教学中的启示是：要做好新旧

知识的链接，目前我们需要做好的便是线

上线下教学的有效衔接。

三、实践效果及证据

（一）设置自主任务，促进自主学习

为了促进线上课堂的有效性，教师一

定要为学生设置一定的任务，教师以微课

为载体为学生录制教学内容，学生在家长

的帮助下录制作业视频，能在很大程度上

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在线上课堂

中，教师起着主要的、引导性的作用。这

不仅表现在精选课程、日常的沟通与答疑

解惑上，还表现在课后作业的监督与检查

等学习过程的方方面面和各个阶段。这需

要众多教师的付出与坚守，同时需要发挥

他们的智慧与能量。与此同时，要发挥学

生的积极主动性。这表现在积极参与教师

的教学活动，完成各种作业，同时还能自

主进行拓展学习。这个仅仅依靠学生自身

是不够的，还需要家庭的耐心指导和有效

监督，甚至是社会力量的参与。

（二）做好课前准备，一切从磨砺

出发

选定了教学平台后，进入备课的关键

环节，确定教学内容。遵循我院线上教学

教师指南，“三个转变”“三个不变”“三

个关键”的原则，根据教学设计，做到教

学内容由浅入深，重难点突出，知识点逻

辑清晰。例如：上课前会在 QQ 群中下达

今日学习单，使同学们了解本节课的学习

内容、学习目标、线上资源等。指导学生

在智慧树平台中学习关于本次课的理论知

识点并做好相关笔记，然后使用 QQ 视频

共享桌面的方式补充知识点，辅导与答疑，

布置作业，安排任务，作业收齐后，会使

用视频的方式与学生通话，每位同学都必

须发言，共同讨论交流设计心得。从学习

效果可以看出，同学们对网课热情度极高，

作业完成非常出色，有的同学作品创意突

出、有的同学口才了得，使我对他们刮目

相看，对他们也有了新的认识。

四、完善作业评价体系

每一次的学习任务都可以算作一次作

业，而做好评价和反馈，是有效的促进手

段。教师需要根据高中生的年龄、个性、

心理、学习特点，因材施教，采用适当的

评价方法。

（一）实施学生自评 

在传统的作业评价模式中，教师往往

是主体地位——作业反馈评价仅限于教师

评价学生的模式。这样不仅影响了学生的

作业效果，还不能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精神和树立自信心。因此，教师首先需要

在作业评价中以学生为主，体现教师和学

生之间、同学和同学之间的互动。让学生

进行自我评价，通过真正参与到作业评价

中，增强对作业中知识的理解。

（二）开展小组互评

将学生分成多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

开展线上作业评价。这样的评价方式给予

学生的作业完成态度、完成方式，以捕捉

学生在作业中的闪光点。在评价的过程中，

教师需要及时进行引导，注意评价的导向

性，从而激发学生的作业完成兴趣，引导

他们养成良好的美术作品完成习惯。通过

这样的方式，学生成了评价中的主动参与

者。有利于他们对自己的学习方法、态度

进行反思和分析，并及时调整。

五、结语

总之，教师要利用好线上线下混合授

课模式对于初中美术教学的有效作用，为

学生创造更好的艺术空间，激发美术教学

活力，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素养，

提升学生的美术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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