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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术兴趣小组在中小学美术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方慧
摘要：美术课是中小学教育阶段艺术类科目中的一项，能帮助中小学生提升艺术情操、审美能力和人文情怀，对学生

综合素质的提升有很大帮助。美术兴趣小组是新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教学方法，其目的在于提升教师和学生对美术的重视程度，

利于提高美术课程的教学效率。因此，本文对美术兴趣小组在中小学美术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价值以及应用方式进行分析和

探讨，旨在激发学生对美术课的学习兴趣，提升美术课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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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改的推进，中小学的教育

模式已经从应试教育转变成素质教育，对

学生的关注点也从成绩变成能力，美术课

程教学是对学生各种艺术能力的培养与锻

炼，重视和优化美术课程教学符合素质教

育的目标。在美术课堂教学中，通过美术

兴趣小组的教学模式可以提升学生的课堂

参与感，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美术学习，

对于教学质量和学习效率有很大帮助，因

此，教师要利用各种方式来提高美术兴趣

小组的价值。

一、美术兴趣小组在中小学美术教育教学

中的应用价值

（一）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

兴趣是学习最好 的驱动力，一个人如

果对某个事物感兴趣，那么学习起来也会

轻松愉快，且效率极高、事半功倍。美术

兴趣小组的建立，是将年级中所有对美术

感兴趣的学生整合起来，让他们在一起学

习、讨论、研究美术，通过教师的指导，

一起去完成各种美丽、精巧的美术作品，

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班级，这些作品会吸

引到每个班级学生的注意力，产生赞美和

羡慕之情，以此来激发学生对于美术学习

的兴趣，让更多的学生积极地参与到美术

活动中来，培养了学生对美术主动学习的

能力，提高了美术的教学质量。

（二）向素质教育的方向迈进

美术兴趣小组是通过各位同学之间的

交流、合作、探讨，来创造出优秀、有意

义的美术作品，这些作品中，包含了学生

的美好畅想、对生活的深刻体会、和对未

来的更高追求。通过美术小组的锻炼和培

养，帮助学生提升了沟通能力、创造力、

想象力、合作能力等综合素质，并让学生

通过美术的学习，开始能够观察生活、思

考事物。不仅为学生提高了艺术素养，还

让学生产生了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的核

心素养向素质教育的目标更进一步。

二、美术兴趣小组在中小学美术教育教学

中实现价值的方式

（一）丰富教学内容

中小学阶段，是学生接受新兴事物能

力最强的阶段，对于新奇的事物，学生很

容易产生兴趣，并加以研究，因此，在美

术兴趣小组的教学中，教师应扩大美术的

教学范围，丰富教学内容，加入不同种类

和形式的美术作品让学生学习，拓展学生

的美术知识和美术技巧，让学生产生更浓

厚的学习兴趣。并且，还能通过不同种类

的美术技巧来锻炼学生的各项能力。例如，

对国画和油画的学习，可以让学生了解国

内外的文化区别；对剪纸、版画的学习可

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创造思维能力。

所以，丰富美术的教学内容可以在提高学

生积极性的同时训练学生的各项能力。

（二）多种途径开展美术活动

传统的美术教学方式，类似于其他

科目的课堂教学，理论知识较多，难免会

使得这个兴趣色彩浓烈的科目变得枯燥乏

味。中小学美术教师在进行教学中要组织

各种美术活动，来活跃课堂氛围，培养学

生兴趣。

首先，在中小学阶段，学生数量较为

庞大，美术兴趣小组的教学基本都是多个

教师分开授课，而每位教师擅长的美术种

类不同，因此，教师们应联合组织美术交

流活动，让各个小组的成员进行沟通和互

相展示，来表现他们的美术能力，让他们

在交流中获得全新的知识和更强的兴趣。

其次，教师可以多组织美术实践活动，

带领学生多进行生活中的写生练习，这样

的活动能够拓宽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

素材，并能够让他们主动对生活进行观察，

从而了解生活、了解社会，对学生未来的

发展有极大帮助，而且也让他们在学习的

同时能够将美术技能学以致用，应用到生

活当中。

最后，为了让更多的学生产生对美

术的兴趣，教师可以组织美术主题活动，

可以定期开展能够让非小组成员旁听的课

程，来吸纳更多的学生加入，并可以让小

组成员多进行学校和班级板报的更新和创

作，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注意到美术的美感，

以此来激发其他学生的美术兴趣，扩大小

组的数量，为更多的学生进行美术能力的

提升。

三、结语

美术兴趣小组的应用，可以创新教学

方法、开展教学活动、丰富教学内容、完

善教学管理从而进一步地提升中小学美术

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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