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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个性化教育是以学生的兴趣为基础，引导学生采用系统性学习的方式发展自身特长的教育形式，与素质教育关注个体发展的目标相

得益彰。小学美术教学的重要任务是培养学生正确的社会审美观点及创新能力，在美术教学中渗透个性化理念能够有效促进学生想象能力的

发展，有助于提高美术课堂效率。文章结合实际教学案例探讨个性化教学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应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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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不同的学生具备着不同的思想气质、审美趣味，对对象的感知方式、

所选择的表现手法也各不相同。在小学美术教学中若采用“一 切”的

教学方式则或削弱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性，不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为

此，小学美术教师需要转变传统应试教育思想，将培养学生个性化发展、

提高学生创新、创造思维为己任，将学生作为发展中的、具有独立人格

的个体，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及不同学习需求，采用鼓励、激励的方式

评价学生，以学生实际的美术创作水平为基础观察学生的美术创作思维、

美术学习方式，切实解决学生在美术学习上的问题，为学生个人风格形

成、创新能力发展提供支持。 

1 拓宽美术创作素材 

美术活动是美术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长期以来，教师在美术活动

中占据主体地位，从活动主题的选择到活动流程的设计， 后到活动实

施，教师将自己的认知及审美观点强硬灌输给学生，而不是学生主动、

自愿地参与到美术活动中。同时，教师会在无意间干扰或打断学生的创

造，以成人美术创造的条条框框约束学生风格意识的发展。此外，美术

活动材料的选择呈现单一性，大多是市面流行或者已经体现成果的材料，

没有注重材料的实用性和可创造性。美术活动是美术教育的主要载体之

一，死板僵化的美术活动制约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为此，教师要深入

挖掘适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美术创作材料，丰富美术活动的内涵，

使美术教育活动更加生动。 

威·布莱克曾经说过：“富有生机就是美”，并呼吁广大教育者要带

领学生“到广阔的天地中去，聆听大自然的教诲”。为此，小学美术教育

活动也应当走进自然，寻找自然中可以利用的材料，扩充美术教育活动

的内容，丰富美术教育活动的层次。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自然，对自然

废旧材料进行回收和利用。 例如，在学生进行操场活动时，教师可以带

领学生寻找“可爱、奇特”的小石头，或者“没有形状”的沙子，将这

些材料放在随身携带的小罐子中，引导学生利用这些开放性的材料进行

个性化创作，优化手工教学流程，提高学生创新技能。同时，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收集生活中的废旧材料，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如将使用过的一

次性纸杯做成收纳盒、笔筒；将废旧报纸浸入水中，获得纸浆，用纸浆

作画；利用废旧的布料制作书包等。 

2 丰富美术教学内容 

小学美术教学的内容主要包括绘画、手工和艺术鉴赏，教学内容单

一，学生难以在有限内容中找准兴趣点发展自己的个性。为此，教师需

要加强对美术知识的储备，提高自身修养，在美术教学中融入个性化教

学内容。 

首先，手绘线条教学 

手绘线条图像是用来表达绘画者个性化绘画思想的重要媒介。手绘

线条图像和全图绘画之间 大的区别在于手绘线条图像可以非常快速地

表达绘画中心。利用空间的布局，可以在几分钟内显示绘画效果，给人

以绘画和精神上的契合感。手绘线条图像的表现是学生将原始思想从模

糊逐渐转变为清晰，使设计思想从抽象逐渐发展为具体，不断修改和完

善的过程， 终达到令学生满意的目的。整个过程需要学生眼睛，大脑

和手的协调。因此，手绘线条图像能够培养学生观察，表达，创造综合

能力。 

后，篆刻教学 

篆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璀璨的明珠，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

期，并在秦汉时期兴起，并被列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三千多年

的积淀，篆刻已成为集书法、设计、雕刻于一身的综合性艺术。教师可

以利用橡皮、刻 等简单的工具，引导学生篆刻自己的名字，创造属于

自己的“印章”，并在自己的每一幅作品上盖章。 

3 构造 DIY 创客空间 

创客空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共享性、互助性、协同性等特征，

原本以科研人员为主体、以技术创新为内容、以实验试及科研基地为载

体的创新活动转变为当前学生为主体、多元创新为内容的创客空间。作

为一种小型的创新孵化基地，创客空间能够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创新需求。

在该平台上，学生可以自由开展各种美术创新活动，并能够寻找合作的

伙伴，共同实现创意。同时，学生之间可以进行有效的交流与沟通，不

同思维在碰撞之下产生火花，能够进一步激发学生创新的积极性。此外，

该平台不仅集聚了学生的智慧，学生还能够得到教师的指导，加深学生

对 3D 打印技术的理解。 

4 结束语 

在小学美术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培养学生的

创造力与想象力，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性特征，以学生为主体，这

样才能不断提升学生的创造力和审美能力。 

[参考文献] 

[1]刘伟 .个性化教学在小学美术教学的应用分析[J].山西青

年,2020(14):133. 

[2]何思锦.新课程理念下小学美术个性化教学探索[J].新课程导

学,2020(05):66. 

[3]培植.小学美术课堂个性化教学探究[J].科普童话,2020(02):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