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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美术教学中培养学习兴趣的措施

郑远忠
(凉山民族师范

,

四川 西昌 6 r 5如。 )

【摘 要】学习兴趣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强大内驱力
,

新形势下的艺术教学中
,

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尤

为重要
。

本文拟从 四个方面加 以论述
:
课前兴趣培养 ; 教学过程 中学习兴趣的培养 ; 正 确的评价机制 ;

建立 良好的师生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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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兴趣是推动学生学 习的强大 内驱力
,

能

使学生努力求知
,

勤奋钻研
,

专心致志地学习
。

它不仅对学生 当前的学习起着巨大推动的作用
,

而且也是学生成才和将来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必不

可少的心理条件
。

学 习兴趣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教

育和培养
。

二
、

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措施

一
、

目前我校美术教学面临的新形势

凉山民族师范学校地处经济和教育发展都相

对滞后 的凉山
,

因受经济和教育的双重制约
,

加

之近年来招生体制改革的影响
,

生源质量可以说

是大幅滑坡
,

生源状况让人忧虑
。

在美术教学方

面
,

仅以我校 0 4 级普师班为例
,

全班 64 人中的

绝大多数同学来 自经济和教育相对更加滞后 的金

阳
、

美姑和布拖三县
。

笔者曾作了一个简单的问

卷调查
,

全班 26 % 的同学在中小学从没学过美

术
,

36 % 的同学 间断性学过美术
,

大部分同学对

学习美术兴趣都不大
。

针对学生实际情况
,

为使学生经过中师三年

的学 习
,

达到中师美术教学大纲所要求的
“

掌握

美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

提高审美能力
,

掌

握小学美术教学的基本规律 ; 激发他们热爱小学

教育事业
,

培养良好的品德
、

意志和爱国主义精

神
,

为将来从事小学美术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

础
。 ”

教学 目标
,

首先就要 培养学生 的学习兴

趣
。

(一 )课前兴趣培养

二十一世纪是科学和艺术相结合的时代
。

美术

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

特别是现代美术已经渗透

和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
。

教师应在新学期课

堂教学之前
,

让学生提前进人社会
、

家庭和大自

然
,

找一找
、

看一看
、

想一想和教学内容有关的美

术知识
,

使他们对美术充满一种新鲜感和好奇心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学生不再像以前只能通过老

师和书本了解
、

认识美术
,

学生了解
、

获取美术知

识可 以通过多种方式
。

首先是通过临摹
、

写生和对

生 活的观察亲身体验
,

其次是间接体验
: 通过 电

视
、

网络进行美术欣赏
、

了解美术史和美术文化
,

再次是教师对审美倾向
、

文化导向以及其它学科中

所蕴含的美术文化的引导
,

最后才是形的认识
、

色

彩感受和构图等学科理解
。

教师应不失时机地引导

学生在课前多渠道地学习和积累美术知识
,

了解美

术的功能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

引发学生对

美术知识的渴望
,

为激活课堂教学打下良好基础
。

(二 )教学过程 中加强学习兴趣的培养

教学中
,

教师往往在导人上下大力气
,

把这部

分设计得新颖
、

有趣
,

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
,

却忽视课堂教学的整体优化设计
。

而对教学过

程的优化设计
,

探索构建优化的教学模式
,

是促进

学生学习兴趣培养的关键所在
。

1
.

教学 目标的准确性是培养学习兴趣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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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目标就是教学过程中师生预期达到的学 习效

果
。

教学 目标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

它对教学

活动中的学生起导向和激励作用
。

教学内容一定

要适应教学 目标
:
如提出了培养创造性的 目标和

要求
,

就应该出现有利 于培 养创 造性 的教学 内

容
。

教育 目标确定之后
,

就对教学内容
、

教学方

法
、

教学评价等所有 因素起主导作用
,

所以
,

教

学 目标的制定
,

技法上要有明确要求
,

要成为师

生共同明确的认识
,

便于 围绕 目标
,

最后实现 目

标
,

特别是要全面而切合实际
,

以便教师课堂上

准确把握
,

易于学生掌握
,

使他们对美术学习产

生浓厚的兴趣
。

2
.

整合教材结构让学生不断获得成功根据学

生实际整合教材
,

适当分散和降低教学难点
,

适

当降低美术教学中的技能要求
,

让学生觉得学好

美术并不难
,

只要稍加努力就会获得成功
。

让学

生在不断获得成功的的喜悦中变得更加努力
,

培

养和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
。

教材处理要给学

生艺术表现的空间
,

要重视学生 的个性差异和接

受能力的强弱
,

要 给学生 掌握知识的时 间和 空

间
。

同时在课程中加强人 文内容
,

注意与多学科

结合
,

增强人文教育提高学生 的人文素养
,

培养

学生的综合能力
。

3
.

教学方法的灵活性教学方法是为了达到教

学 目的
,

师生进行有序的相互联系的种种活动 的

方式
。

教学方法的选用
,

主要取决于学生学 习活

动和教师教学活动的认识等方面
。

教学方法的准

确运用
,

能体现出教师对教学 目的
、

教学过程和

教学活动等一系列教学基本间题的理解
,

提高教

学效果
。

教师要科学地创造性地运用教学方法
,

使其符合教学目的
、

教学原则和内容
,

更符合学

生的实际能力
。

美术学科的形象性
、

审美性
、

造

型性
、

实践性
、

操作性和创造性等特点
,

用传统

的讲授法
、

谈话法
、

讨论法
、

演示法
、

参观法等

教学方法不能得到充分体现
。

现代美术教学
,

教

师应在教学内容综合性前提下
,

摒弃那种
“

单一

化
” 、 “

灌输式
”

的传统教学方法
,

力求做到
_

“

新
” 、 “

奇
” 、 “

美
” ,

各种方法有机结合
,

份

并保证运用得当
。

启发
、

引导学生在浓厚的学习

兴趣中手
、

脑
、

眼协调并用
,

提高学生 的审美能

力
,

促进知识的巩固和深化
。

(三 )建立正确的评价机制
,

激发和促进学生的学

习兴趣

新课改理念强调对学生进行发展性评价
,

评价

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
,

更要关注学生的学习

过程
,

善于发现学生多方面的潜能
,

帮助学生认识

自我
,

建立自信
,

发挥评价的教育功能
,

利于学生

终身发展
。

评价的科学合理
,

可以促进和提高学生学习兴

趣
。

评价应使不同先天素质
、

不同智力水平和个性

特点的学生通过美术活动都得到发展
,

并让每一个

学生都能充分感受到成功所带来的喜悦和 自豪
,

使

学生树立起学习的自信心和 自觉性
。

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指出
: “

处于伟大的

知识经济时代
,

我们最需要 的是创造力… …
。 ”

随

着素质教育的深化和人才观念的更新
,

怎样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

怎样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和优

良个性品质的形成
,

已成为检验教育教学成败的关

键
。

在这大力倡导创新教育的今天
,

美术教学更应

该发挥出它所具有的独特作用
。

教学内容的设计
,

教学方法的实施
,

以及教学结果的评价
,

都应该围

绕着服务于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这一重要 目标
。

如果

学生没有浓厚的学习兴趣
,

又何谈对学生创造力的

培养呢 ! 评价要鼓励探索与创新
,

杜绝平淡与重

复
,

重视个性的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作为

美术教育工作者
,

要注意在 自己的教学活动中
,

努

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
,

改进只用一个

标准
、

一个答案
,

只求共性
、

忽视个性的评价方

法
,

以避免对学生学习兴趣的伤害
。

(四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保证
。

老师

对待学生既要严
,

又要慈
,

尤其是对待差生
,

老师

应付出更多的关爱
。

差生本来因成绩差
,

在班里同

学面前就抬不起头来
,

如果老师多给与关爱
、

慈

爱
,

那么他就觉得老师对他好
,

就会使出更多力气

学好功课
,

他认为学不好就对不住老师
,

必须好好

学习
。

如果老师讽刺挖苦他
,

他就会这样想
: 反正

我也这样了
,

连老师都看不起我
,

干脆我也不好好

学习了
,

结果功课更差
,

成绩越来越糟
,

各方面就

都很差
。

这样
,

学生自己就把自己给毁了
。

所 以
,

作为老师
,

应多给他们一些关爱
。

成绩差的学生变

好了
,

那么整个班集体不就都好了吗 ? 老师也可以

及时调整一下 自己的工作态度
,

何乐而不为呢 ? 只

有建立了平等的师生关系
,

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
,

使学生成绩提高上去
。

那么你在工作时
,

会感

到全身的轻松
,

每天都会有好心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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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方法不是单一的
,

也不

能一嗽而就
,

需要教师作耐心细致的工作和长期的

不懈努力 ! 让学生能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

对学习

有持久强烈的兴趣
,

成为对社会有用 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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