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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示范在小学美术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与探究

◎胡广
摘要：微课是近几年来非常火热的一种教学模式，在美术课程中，很多微课用于课堂导入当中，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在我看来，微课的应用落实在课堂教学示范中，效果会更佳！对于学生来说能够更加清晰绘画方法与步骤，同时在课后能

够进行独立学习，老师在课堂教学中，也能够更加全面地观察学生，优化课堂教学。微示范的设计与应用，主要是为了让

学生掌握某种绘画技能，通过演示具体的绘画方法步骤，让学生掌握某种绘画技巧和制作方法。通过微示范的学习，学生

能够清晰、准确地掌握具体的绘画方法，达到个性化的辅导学生，同时也能够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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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是新事物，是一种传播媒介，以

“小而精”著称，凭借着时间短、传播方

式快速，效果明显等优势下，受到了很多

人的喜爱。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微课多半

使用在课堂教学的导入环节中，以花哨、

多样的形式，吸引着孩子们的注意力。

我认为应该加大微课示范（简称微示范）

的应用，做到教学示范科学、准确、具体、

细致。让孩子们喜欢上微课教学的模式，

并爱上用它学习美术技能等知识。再借

助日益强大的互联网平台，微示范的教

学形式会成为一种潮流，引领学生自主

探究学习。

一、微示范的设计

微示范，相当于传统美术教学中的课

堂示范，将在课堂中的示范环节，提前进

行设计，制作成微示范。这样能缩短示范

在课堂教学中的时间，同时能给学生更多

视角与方式。所以在微示范的设计上，要

注意三个特点：

（一）符合小步原则

美术课的微示范主要是技巧学习，强

调步骤的分解。详细的分解，简化作画步

骤，有利于学生掌握美术技能要点。

（二）强调步骤地顺序性

详细的步骤，能够加强学生的逻辑性，

同时养成严谨有效的观察方法。

（三）微示范的操作要有明显的实践

效果

微示范主要应用于课堂示范中，录制

完视频后，将作品呈现给学生， “眼见

为实”，学生可在课后反复观看、操作，

将课堂内无法达成的效果，能进行再消化

与升华。

其次，我们还要考虑几个小细节：

细节一：在微示范的视频中，手工步

骤的分解，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控制

难易程度。有奇妙的分解构思时，要符合

学生的特点。

细节二：在时间的控制上，要侧重于

绘画技能的重点与难点，不要流于形式，

没有重难点。

细节三：在设计、制作的过程中要根

据讲解内容，适当的切换、放大或者缩小

示范画面，例如示范一个三角体的明暗变

化，在讲解明暗时，切换远视角，整体观

察画面黑白灰关系，当示范明暗色调如何

排练线条时，要放大画面，让其观察线条

的排列方式与握笔的姿势。多角度的拍摄

示范过程，能够让学生直观清晰地看到作

画步骤与其使用的具体操作方法。

细节四：微示范中，可以运用正反对

比的演示形式，来突出示范重点，通过两

种不同效果的对比观察。

细节五：具体的手工制作方法，分步

讲解，明确步骤。在视频中详细拆分制作

步骤，将容易错误的小细节，化作明确、

精准的步骤，加上知识的详细讲解，确保

学生加速的掌握手工制作方法。

二、微示范的应用

（一）提高教学质量，优化教学过程

微示范设计好之后，可以直接应用于

课堂教学中，同时也可以用于课前预习与

课后复习之中，让学生可以进行有效的自

主学习。

（二）促进课堂美育与生活实际相

结合

微示范录制的小视频，可以分作独立

个体，可带出课堂之外，将美术技能实际

运用到生活中去。例如湘教美术三年级上

册第十一课《留住秋天》，学生通过微示

范的学习，利用秋天的落叶制作出美丽的

作品。很多学生还将作品进行装裱，美化

生活的环境。

（三）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学习

微示范的开发与设计，能最大限度地

打造开放式的课堂，将无法在普通教室进

行的美术课堂，代入到学生的视野之中。

例如湘教版教材的《小小园艺师》《田间

的精灵 》《艰苦岁月》等课程，由于教学

设备有限，无法正常进行课堂教学，学生

便可通过微示范的讲解与演示，了解到这

些课程的魅力。

三、微示范的拓展

微示范主要应用于课堂教学，美术课

堂的多元化，非常适合微示范。如国画、

水彩、版画、手工制作、陶艺等多种艺术

门类，因学校的设施有限，很多课程都无

法完成。微示范可以将多元的美术课程进

行讲解。让学生在课堂外进行体验，掌握

各类艺术门类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方法，丰

富学生的艺术视野。

另外，简单的微示范也可以鼓励学生

操作到其中来，录制一个同类型的微示范，

分享学习成果与新方法，以“练”促习，

进一步达到个性化学习辅导的教学效果，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能力。

最后我想说——美育是审美的教育，

在教授学生美术技能的同时，还需要熏陶

学生的情操与心灵，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的情感、气质、胸襟。使用微示范，便是

一个好的审美教育的开始。

作者单位：佛山市顺德区西山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