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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绘画心理学    提升小学美术教学有效性

◎乌兰其其格 
摘要：美术作为人类表达情感的一种可视性艺术，将人类抽象的情感具体化。小学美术是小学生艺术情感培养的课程，

绘画心理学作为反映学生情感思维的一种有效方式，需要教师将其渗透到美术课堂中。通过学生的作品了解其心理状态，

采用针对性教学模式，帮助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本文就渗透绘画心理学，提升小学美术教学有效性展开论述，阐述绘画心

理学对学生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加强其应用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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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优化，绘画

心理学在小学美术课堂中的作用也愈发明

显。教师通过学生创作的作品，根据整体

布局、色彩搭配、线条、层次等多个方面

进行分析，从而反映出现阶段学生学习状

态和身心发展情况。然后根据学生之间的

差异性，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进而帮助

每位学生解决各自存在的问题。

一、绘画心理学渗透对学生发展的重要性

（一）培养学生自我认知能力

首先，绘画心理学可以通过绘画将学

生抽象的思维认知变得具体。教师在通过

对学生的作品分析后，结合学生心理发展

状况，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帮助学

生认识到现阶段自己学习和发展情况，引

导学生自我调节。学生在日后美术的学习

中，才能感受艺术之美，体验生活中的灵

动之美，建立起正确的艺术思维，进而提

升对事物的认知能力。

（二）提高学生艺术思维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教学

模式已经逐渐淡出时代潮流。绘画心理学

的出现对小学美术课堂提供了新的教学方

法。教师通过绘画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在

进行美术教学时，帮助学生整理绘画思路，

将内心表达的事物借助线条、色彩表现出

来。然后对学生的作品进行赏析，增进学

生对自身的理解，形成新的自我概念的同

时，提高自身艺术素养。

二、绘画心理学渗透到美术课堂的具体

措施

（一）情境创设，发现生活之美

传统的美术教学单纯以书本知识为

主，教师在进行讲解时只是停留在表面，

对作品缺乏深层面的讲解，致使学生思维

得不到很好的拓展，认知水平达不到社会

发展的需求，对生活逐渐缺乏热情。可见

绘画心理学的出现弥补了传统教育的短

板。教师借助心理学，开展情景教学，帮

助学生挖掘生活中的美，并绘制内心渴望

的生活景象，从而帮助学生建立一个积极

乐观的心态感受生活。例如教师可以带学

生出去观察生活中的小事如蜜蜂采蜜、蚂

蚁搬家等，激发学生创作灵感，之后学生

在创作时也会将自己内心向往的生活在纸

上具体地表现出来。

	（二）趣味教学，提高艺术素养

小学美术学习是学生培养正确审美的

重要时期。由于小学生现阶段身心发展尚

未成熟，对事物认知存在一定局限性。教

师作为学生的引路人，一举一动都会影响

学生的行为认知。因此，教师在开展美术

教学时，应该从学生角度出发，营造愉悦

的课堂氛围，帮助学生从游戏中感受艺术

的魅力。例如教师在开展色彩相关知识的

学习时，可以借助多媒体，开展“小鸟寻

家”的游戏。学生要根据小鸟羽毛的颜色，

选择相同颜色的彩笔，绘制小鸟的家，比

一比谁画的更好看。学生在观察屏幕的同

时，对色彩的印象也更为深刻，在画房子

时，也会根据自己的主观思考，画出自己

所希望的样子。

（三）思维培养，促进全面发展

由于美术形式的抽象性，教师在开展

美术教学时，促进学生美术素养的全面发

展。绘画心理学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它

不受美术风格、形式的束缚。相反，越明

显的风格特点，越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心

理想法。例如教师在进行美术教学时可以

将“风”作为绘画主题。然后通过网络将

相关作品展示给学生，给予学生一个创作

方向。然后让学生借助艺术手法和自己的

风格进行创作。由于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

导致创作风格也各具特色：有的学生线条

凌乱，风的表现过于突出，颜色多为黑色

就代表该学生压力较大；有的学生线条柔

软，风的表现柔和，与周围景色融糅在一

起，就表示该学生心情愉悦，享受学习的

过程。借此，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心理状态

的不同，制定针对性教学，进而帮助每一

位学生解决现阶段出现的问题。促进学生

美术素养的建立。

三、结语

由此可见，美术作为一门情感类的学

科，能够直观地反映出学生思想情感。教

师在开展美术教学时，应该将学生作为教

学工作的主体，将绘画心理学渗透到课堂

中，全方面掌握学生心理状态。通过个性

化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建立正确的审美能

力，从而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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