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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当前高中美术教学，分析教学中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问题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创造性思维是当下教育的重点关注对象之
一，其在艺术类学习方面更为重要。文章首先从转变观念入手，分别从学生和教师角度着手，并提出具体的培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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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术是一门艺术类课程，其能够对学生思维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一

阶段的美术教学相对较为系统化，但在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学观念、教

学模式的限制，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不能得到有效培养，基于此，本文将

围绕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展开。 

1 转变观念 
1.1 学生角度 

相对而言，高中阶段的美术课程专业性比较高，但其受教学模式的

限制，思维发散不够，过分依赖教材、依赖教师，缺失了最珍贵的创造

性思维，再加上其在这种教学模式的影响下，积极性、主动性均不高，

绘出的作品千篇一律，没有体现出个人风格，这对学生的学习发展极其

不利。对于学生而言，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缺乏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

而这恰恰是当今教育所重视的一点。学生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陷入频

繁、高强度的临摹学习之中，缺乏积极主动去探索的意识和能力，过度

依赖教材或其他成品，围绕他人这些优秀成品进行反复临摹。不得不承

认，这样的练习可以提高学生的手绘能力和技巧，而且，耗费时间相对

较短，是一种比较高效的练习方法之一。但学生的学习是要考虑到长远

发展的，如此教学、如此学习是不利于学生长远发展的，学生缺乏积极

探索，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创造性也不够，思维僵化。这对一个艺

术学习的学生而言是致命的。作为教师，应到意识到这一点，在教学时，

尝试转变观念，改进方法，围绕学生兴趣展开教学，利用多种先进、新

颖的教学方法，比如，情境教学法。在课堂中，归还学生主体地位，鼓

励其积极参与、主动学习，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其在作品

中融入自身元素，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其创新思维、意识、和能力。 

1.2 教师角度 

对于教师而言，导致出现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当下教学观念与学生自

身观念之间产生矛盾。对于高中阶段的学子而言，其在思维方面已有自

己的思维方式，对待事物有自己独有的见解，但受教学模式、教学方式

的限制，无法有效发挥学生这方面的能力。比如，高中阶段的美术教材

是统一化的，教师就在教学时依赖其进行教学，很多时候无法满足学生

的需求，因为学生之间存在差异性，导致客观事实和学生的思维想法相

斥，进而影响其在此方面学习的兴趣，这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意识和

能力造成阻碍。但要想满足每一位学生的学习需求是不现实的，毕竟教

师数量与学生数量之间严重不匹配。基于此，教师可从观念、方法、策

略方面着手，在固定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进行整改，具体可从以下

两点着手实施：第一，深入探究教材，依据学生现状实施教学。对现有

教材进行研究，寻求适合学生思维的一种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偶积极参

与课堂，积极配合，避免造成其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第二，归还主体，

积极引导。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实践相关技法练习，

在此基础上适当向课外延申，丰富课堂教学，使学生接触更多的知识，

提高自身相关理论知识和技法，形成自主探究意识。 

2 培养方法 
2.1 深入研究教材，创新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在美术学习、创作方面的创新意识、思维和能力就要先从

当今高中相关教材着手，在教材的运用方面进行创新、整改。以高中阶

段所使用的美术鉴赏为例，目前所使用的这种教材有多种不同的版本，

各有各的特色，教师要充分了解每种版本的特色之处，进行创新式教学。

以人教版《美术鉴赏》为例，教材中涉及西方很多著名的作品，在文艺

复兴时期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比如，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将人物

心理变化掌握的极为传神且复杂；《蒙娜丽莎》含义无穷的微笑，将自己

对人像典型的审美理想均倾注于这幅画中；拉斐尔的《雅典学院》，这幅

画在空间构成方面运用的十分传神。这些画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在当

时的西方掀起一股浪潮。而教材集中讲解这部分内容，整个章节都是西

方的人物肖像画，难免会对学生造成审美疲劳，不利于其兴趣和创新思

维的培养。但教材中其他部分还包含中国名画，例如，明代仇英的《清

明上河图》，这幅图中也展示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姿态，据说其中每个人

物的姿态都有差异，但这种人物风景画与西方的人物肖像画形成鲜明对

比，教师在教学时可不必墨守成规，将这些画拿出来进行对比教学，通

过对比向学生传达相应的美术思维、知识，如此教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其学习兴趣，对培养其创造性思维、意识、能力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2.2 深入学生群体，依据性格匹配绘画方式 

学生的创新来源于其自身喜好、环境、思维方式等众多因素，而且，

学生的喜好还能够驱使其积极思考、积极探索，对学生的创新风向和风

格都有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学生的创新需要多方因素综合作用，并

不仅仅是思维方面的创新，还包括其所处环境、所处群体、年龄段等等，

况且，这是直接与学生的创新风格密切相关的。例如，学生对于绘画形

式的选择往往就能够反映其性格。比如，中国山水画在创作时，注重意

境，选择它的学生大都温文儒雅；而油画则与其截然不同，选择油画的

学生大都特立独行，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如果教师在引导学生选择

绘画方式时多以性格作为参考，这将对培养其在此方面的创新产生巨大

的推动作用。因此，教师在教学时，要多了解学生，深入学生群体，帮

助学生依据其性格为其推荐相应的绘画方式，这对培养其创造性思维、

意识、能力意义重大。 

3 结束语 
针对此方面教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教师要对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在教学中积极转变教学观念，不断深入研究教材，创新教学方法，并且，

要深入学生群体，依据学生的性格为其选择相应的绘画方式，培养其在

此方面的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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