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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美术课堂互动教学模式的实践解析 

◎周雅婷
摘要：小学美术是小学阶段学生要学习的一门艺术类学科，通过学习美术手法，鉴赏名家画作来培养学生初级的审美

观念和艺术修养。但是因为学生认知能力和文化水平存在局限性，有时教师讲述知识学生并不能透彻地理解，造成教学效

果较差。而互动式教学的出现，则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互动式教学以学生为教学主体通过高频次的师生交流改变了

传统教学结构，对教学有效性的提升和强化有着积极的帮助，本文将浅析小学美术课堂互动教学模式的实践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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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有效地开展互动式教学，教师

需要在教学过程当中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通过巧妙的教学设计让学生能够主动

地参与到教学互动当中，在教学当中营造

良好的课堂氛围，给予学生表达自主意见

的机会，让学生能够畅所欲言。

一、激发学生表达欲望，调动学生学习积

极性

在传统教学当中，美术教学中师生

互动效率差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教师对于课堂的主导和把控过于强

势，其次是学生对于美术学习缺乏兴趣。

大部分教师习惯教条化的“照本宣科”式

讲述，再加之学生在教师讲解的过程中缺

乏表现空间和机会，导致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较差，师生互动的频次较低，教学效

果难以提升。

比如在以“春”为话题进行美术创作

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通过问题引导来引

导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同学们，如果

我们想要通过某些具体的意象来表达春天

的到来，可以怎样去刻画呢？”这个时候

学生回答道：“可以画上小燕子，燕子回

巢就代表春天来了。”教师这个时候再引

导：“这些都是直观的可以用肉眼看到的

事物，能不能从一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上来

表现春天的到来呢？”学生这个时候陷入

思考，教师可以适当地给予学生引导，通

过教师的问题引导，学生不仅能够明白绘

画的技巧，而且与教师交流的过程中也充

分表达了个人的意见，这对构建良好的师

生互动模式有着积极的帮助。

二、创设教学情景，营造活跃教学气氛

良好的课堂氛围是开展互动式教学的

关键所在，可以通过创设教学情景来激发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来

营造生动的场景，让学生能够形成自由的

意见表达，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与教师进行

知识探讨，这样更有利于建立完善的师生

互动体系，同时教师也能够从学生的意见

表达当中发现学生的学习问题和漏洞，作

为后续教学改进的参照，进一步完善教学

过程。

比如在绘画动物的时候，教师可以通

过《动物世界》等类似的科普短片，来让

学生了解部分动物的特点。在观看结束后，

教师从美术的角度提出问题：“同学们认

为绘画出老虎最重要的步骤在哪里，怎样

才能够绘画出老虎的特点？”通过刚刚观

看的动物视频，学生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有的说：“头上的‘王’字很重要。”有

的说：“黄黑的斑点很重要。”学生们七

嘴八舌地讨论着，课堂当中能够进入一种

良好的交流氛围，教师可以融入学生群体

当中，给予指导和点拨，通过多媒体创造

情景，以问题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讨论氛

围，这样能够更便于教师与学生之间互动，

能够提升教学效果，促进小学美术的教学

进步和发展。

三、利用小组合作探究学习，发挥生生互

动效果

小组合作探究是近年来教学当中应用

范围较广的一种教学形式，通过发挥生生

交流的作用，让学生形成良好的意见碰撞，

对教学有效性的提升有着积极的帮助。教

师可以在教学当中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合作

探究，让学生自主地完成知识探索，通过

集体决策来总结知识点，能够提升学生的

思维能力，降低教师的教学负担，能够将

生生互动的效用发挥到极致。

比如在学习“剪纸”这一节内容中，

为了让学生能够了解不同地域剪纸的特

点，可以在多媒体上展示多种剪纸作品，

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去寻找这些作品之间

的差异，在学生探究完成得出答案后，再

通过学生得出的结论进行知识渗透。这种

教学的好处在于，学生在自主探究后，对

作品已经建立了基础的认识，这个时候再

进行知识讲解，学生的理解和认识能够更

加深刻，生生互动和师生互动最终完成了

融合，能够优化学生的理解和认知，大幅

度地提升教学有效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美术教学当中，想

要发挥出互动教学的价值，需要以学生为

教学主体，更换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思路，

通过多元化的教学设计让学生的能力和素

质得到强化和提升，让学生能够体会到美

术学科的内在价值和魅力，进而促进小学

美术教学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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