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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如何借助废旧材料构造中职美术创意课堂

◎骆龙山
摘要：材料是美术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是学生发挥想象力、创造力的桥梁与中介，选择废旧材料作为教学载体，

有助于培养学生环保意识、创新思维、创造能力。基于此，在中职美术教学中，诸多教师研究如何有效运用废旧材料，取

得一定的成效，文章结合研究结果简要阐述借助废旧材料构造中职美术创意课堂的几点策略，包括精心挑选废旧材料、开

展小组合作活动、建立健全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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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课程标准中指出，这是最尊重学

生个性的一门课程，尤其是手工制作，能

够将学生个性特征充分凸显出来。在中职

美术教学中，教师可以选择废旧材料组织

学生开展创意活动，一方面可以节省教学

成本，另一方面有助于培养学生创造力、

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基于此，文章就中职

美术教学中如何借助废旧材料构造创意课

堂展开研究。

一、在中职美术教学中运用废旧材料的重

要意义

在中职美术教学中有效运用废旧材

料，引导学生通过适当地改造将废旧物品

转化为具有实用性或观赏性的物体，在这

个过程中，他们的实践操作能力得到培养，

想象力与创造力也得到提升。众所周知，

将废旧材料变成有用的物体，这个过程中

本身就涉及创新，因此，“变废为宝”活

动的开展对学生创新思维、创造能力以及

审美能力的培养有重要意义。此外，这个

过程中涉及环保，所以，这一创意活动的

开展还能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

二、借助废旧材料构造中职美术创意课堂

的有效策略

（一）精心挑选废旧材料，满足创意

教学需要

在日常生活中，废旧材料比较丰富，

常见的有废旧挂历、废旧纸盒、缝纫用品、

家居用品、建筑物材料等，教师应根据美

术教学实际需要以及学生的兴趣爱好精心

挑选废旧材料，确保学生的手工制作需要

得到满足。一般来说，为了更好地张扬学

生的个性，教师可以将收集材料的任务交

给学生。众所周知，每个学生都有一些废

旧的物品，如拆完快递剩下的纸箱子、穿

破了的衣服和鞋子、喝完饮料的塑料瓶或

易拉罐等，若是能够从日常生活中选材，

能够增强美术教学给学生的熟悉感，强化

他们的参与动机。因此，教师可以提前布

置材料收集任务，让学生将自己在生活中

不用的废旧材料带到课堂上，这样更能考

验学生的创造能力，有助于构建高效的美

术创意课堂。

（二）开展小组合作活动，培养学生

发散思维

小组合作学习优势在于：第一，学生

与学生的组合有助于营造宽松的氛围，由

于都是同龄人，他们之间的共同话题比较

多，所以可以创造活跃的气氛，有助于唤

醒学生的参与热情。第二，每个学生有不

同的成长背景、生活环境，无论是阅历还

是思维，是有差异性的。所以，让学生组

合在一起展开创意活动，能够各自发挥所

长，达到集思广益的目的。第三，与独

立学习相比，合作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

协作能力、合作精神。因此，在美术课上，

教师可以遵循异组同质与同组异质的原

则将学生分成数个小组，然后让每个小

组的学生将废旧材料合并起来，集思广

益，将它们改造成有价值的物体。在这

个过程中，教师应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

及时为学生提供帮助。此外，还可以充

当各个小组之间的桥梁，比如建议或帮

助小组交换材料，将 A 组不需要用的材

料给 B 组，将 B 组不需要的材料给 C 组，

实现资源最大化配置。

（三）建立健全评价体系，优化美术

教学效果

在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后，教师还

要实施客观的教学评价，使学生认识到自

身的不足与优点，从而扬长避短，促进学

生综合素质的提升。首先，评价主体多元

化。在每个小组的代表展示完本组作品后，

教师要求代表阐述思路和制作过程，说一

说其优点和缺点，同组的成员也可以进行

补充，以此培养学生反思能力，也让其他

学生对该作品的内涵有一个更加深入地了

解。其次，在所有小组代表展示完作品后，

要求学生相互之间进行评价，指出其中具

有创意性的作品，发掘其闪光点，重点评

价作品的观赏性、实用性等，同时指出部

分作品有待改进的地方。通过这种评价方

式引导学生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从而实

现共同提高。

三、结语

有效利用废旧材料实施创意教学不仅

可以锻炼学生实践操作能力，还能锻炼学

生的创造能力，此外，学生的合作精神、

环保意识、协作能力、创新思维等均会得

到增强，具有较强的推广价值。有效视角

下，中职美术教师在教学中应立足实际情

况合理运用废旧材料，让美术教学充满趣

味性、创意性，从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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