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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论运用在学生壁画课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需要与学生特点

灵活转换“教、学、做”三者的顺序,可以“先学、后教、再做”,也可以“先学、后做、再教”,甚至

可以“先做、后教、再学”,不管是哪种模式,都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主动性、探索性和综合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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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ling Tao Xingzhi's educational theory of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to 

students' mural class, teachers,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needs and students characteristics, can flexibly change 

the order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can follow the order of "learning first, teaching second and 

practicing last", also can follow the order of "learning first, practicing second, teaching last", even can follow the 

order of "practicing first, teaching second, learning last". No matter which mode is adopted, it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students' initiative, exploratory and comprehensive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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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要求“教”与“学”同“做”

结合起来,同实际的生活活动结合起来,教服务于学,而教与学

又是服务于生活需要,在三者中的“做”尤为重要,要把所学知

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美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可以尝试让学生在

学中做,做中学,学生通过“做”所习得并加以内化的知识,要比

通过“听”、“说”有效得多。 

一节美术课的教学环节基本固定,包括作品欣赏、合作讨

论、难点讲解、教师演示,学生创作。学生创作环节在45分钟的

整节课中 起码要安排15分钟的时间,作品创作对于学生尤为

主要,对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美术技能必不可少。现在美术课

堂作业的形式多样化,有写作品评析,在纸上临摹作品,校外写

生等,其中手绘壁画以特有的艺术性,审美性,创新性,教育性等

特点在众多绘画形式中突颖而出,所以美术教师在平时就可以

把壁画作为学生的作业创作形式来开展教学活动。 

壁画,是利用一定的空间及其内外环境(墙壁、柱子、天花

板、地面或室外公共空间等),通过一定的工艺手段制作完成,

作为公共艺术品装饰于人们生活环境之中的艺术形式,具有建

筑性与装饰性的特点。壁画创作时应该把环境、空间作为创作

过程的主要部分进行思考,不同的环境空间对壁画的创意、构

图、选材和过程等都有不同的要求。壁画通常选用防水速干、

表现力与覆盖力强的丙烯颜料作画,校园中的壁画不仅要求符

合环境区域特点和师生的心理需求,还应该具有激励、益智、美

育和缓压等功能,让壁画来增添校园的文化内涵。 

陶行知指出：“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

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教、学、做”

是一件事情,不能简单分割成三件事。陶行知先生主张以学生为

主体；重视“教学相长”；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突出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手脑并用；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

其“教学做合一”的教学理念十分契合当下的美术课堂。在做

中学,在做的过程中获得感知与体悟,并进行艺术创造。因此,

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思想于美术课程而言,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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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理论运用在壁画中呢？下面

来谈谈具体的做法。 

1 先学、后教、再做 

“先学”,指学生按照一定的目标自主学习、以学生的“先

学”作为课堂教学的开始。“后教”,针对学生在“先学”中暴

露出来的问题及错误,教师引导学生讨论,教师 后做评定、补

充、更正。“再做”指学生根据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操作中。 

每年高一新生的第一节美术课,教师可以布置一个作业,创

作手绘壁画,让他们提前去查找课本中某一个学习知识点以及

校园适合创作壁画的某处空间环境,然后让学生讲述在自学中

对知识点存在的疑惑,如这个时期的代表画家有谁？这个画家

的绘画风格怎样？画家为什么这样处理画面,创作意图是什

么？画家对后世的影响和作品意义怎样等等,然后教师在课堂

中认真答疑讲解,为了让学生把所学内容巩固透彻,后面4节课,

就可以带着学生把这个知识点通过壁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比如在教授《西方现代艺术》一课中,先让学生到网上查阅

相关知识,然后课中师生讨论总结西方现代艺术的时间划分,这

种艺术形式出现的原因,画派种类和发展演变等, 后布置作业,

给出一个创作主题《再现西方现代艺术》,然后让学生寻找学校

合适的创作地点,把主要的西方现代画派,如立体主义、超现实

主义、构成主义、未来主义等用手绘形式表现出来。学生在校

园的一处长廊上确定好8个版面,分组合作完成各自的画派创作,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学习积极性特别高,有的学生是负责构图画

稿的、有的学生是负责调色的、有的学生是负责画面整体把控

的,还有的学生负责卫生环境的,学生参与度百分百,在实践操

作的同时理论知识学习得到了很好地巩固。历经4节课的时间,

在创作完成后每个学生都为自己的画面感叹不已,欢呼雀跃,寻

找自己留在画面中的笔触,并拍下了自己和壁画的合影,同时这

个壁画还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学生毕业后回校还能在校园中看

到自己曾经创作的作品。 

人本心理学认为,学生通过自我建构获得的知识要比被动

接受情况下获得的知识更为牢固。教师要善于运用学生的好奇

心与合作精神,把需要学习的知识点抛给学生,尝试让学生先研

究探索,即学生明确自己将要学什么并提前自学,然后教师根据

学生现有的学识有针对性的辅导,给出答案,学生的能力与思维

得到提升后, 后就是学生脚踏实地的实践巩固,而不是毫无目

的学习,势必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先学、后做、再教 

“后做”,针对学生在“先学”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错误,

教师先不讲解,让学生尝试实践活动。“再教”对学生在前面自

学与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引导学生讨论,教师 后做评定、补充、

更正,巩固知识。 

学校新开辟了一个艺术中心,学校领导建议直接让广告公

司喷些图案装饰一下,后来美术教师提出艺术中心环境布置要

有创新和特色,于是想到了手绘壁画。因为壁画更能体现美术学

科特色,通过传统绘画技法绘制富有现代感与视觉张力的画面

定格在墙壁上,生动活泼自然,为环境增加了活跃气氛,打破了

单色墙面的空洞感与成品装饰墙壁的生硬感,壁画让建筑与绘

画的相互协调,达到建筑的实用性与绘画的感染力的和谐统一,

充满个性与创意。 

在创作前,教师把学生领到艺术中心准备创作壁画的整块

空墙边,抛给学生一系列的问题,让学生讨论怎样创作壁画,如

何体现学校的特点？怎样和空间环境结合？壁画创作需要哪些

材料？如何体现艺术综合性和个性？壁画创作注意点有哪些？

学生讨论好后,美术教师就直接让学生来设计构思,教师提出要

求,因为是艺术中心,所以要把音乐与美术的元素结合起来创作,

学生集体讨论后提出了很多创作元素,音乐元素有音符、琴键、

舞蹈人物等,美术元素有调色板、画笔、眼睛等。 

学生开始画草图,但在画草图的时候不知道如何突出重点,

所有元素之间如何统一过渡连接等问题都出现了,深入创作时

用哪种手法画,如果画的很具体写实的话,没有太多的时间深入,

同时又要求学生的绘画能力非常高,但是一个班级都是普通学

生,只有一、两个学生是美术特长生,这个几十米的大墙面需要

全班集体参与,面对这些接踵而来的问题,美术教师给学生看一

个画派,线条完全用几何块面与曲线构成,基本采用平涂方法,

这种平涂方法画的既快,学生又容易上手。学生在创作的时候会

问教师,这么简单的绘画方法是哪个画家创造的？伴随着学生

的求知欲, 后教师讲解西方立体主义画派的特点,代表画家和

壁画等理论知识。 

根据现在新的美术学科核心素养要求,要创设问题情境,设

置问题引发学生思考探究,创设与学生知识储备与生活学习环

境密切相关的,又是学生感兴趣的情境,让学生在观察、讨论、

合作、查阅、体验、创作等活动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同时理

解美术相关知识与技能。 

针对一些枯燥的知识点,教师抛出实际情境问题后,学生

自学内容具体明确,会自觉主动而有效地完成自学任务,自学

方法也灵活多样,可以到图书馆查阅资料,走访周围有壁画的

地方参观学习等。学生自学后会蠢蠢欲动进行探究实践来验

证自己的前期感受,在实践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困难与意想

不到的问题, 后教师讲解相关知识点一一解决,学生在有场

景操作体验和直观感受后学起来就非常容易,轻松愉悦,课堂也

更加生动活泼。 

3 先做、后教、再学 

“先做”,指学生按照先前自身能力来实践操作,以学生的

“先做”作为课堂教学的开始。“后教”,针对学生在“先做”

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错误,教师进行评定、更正、拓展。“再学”

指学生根据前期的实践与教师教授的知识再次投身于自学中。 

作为课堂教学的外延,除了在校内巩固所学知识,还可以组

织学生到校外创作手绘壁画,利用广场地面,楼道,桥洞创作壁

画,于是美术教师带领学生选择了一个商业地带的河道边桥洞,

定出主题《苏州园区风貌》,让学生分组合作创作园区风貌的画

面。对于普通高中生来说,创作近百米的大型壁画并不是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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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需要他们有深厚的艺术素养与高超的艺术表现力,难度比

较大。创作地点也由于年代久长期没有维护,桥洞的顶部和两侧

全都是斑驳的破旧痕迹,学生觉得没办法直接在上面画,就用白

色丙烯颜料把所有顶部和两侧都刷了一遍,然后学生收集资料

图片,并开始创作,但 后的效果并不如人意,因为缺少一定的

构图规则导致画面不均衡,组与组之间的衔接太突兀,色调不统

一等问题出现很多。 后学生创作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教师把他

们组织起来,讲解形式美,构图法则,如何统一主题和创作题材,

如何把壁画与桥洞的环境建筑结构结合创作,如何让组与组画

面之间形成一个整体,画面的总色调如何统一等。 

教师讲授创作要点,面对室外壁画创作,应该巧妙利用环境

因素,本身斑驳的墙壁可以和画面结合创新,墙面不一定需要全

部刷新,有新旧区域的对比说不定更有艺术感染力。两侧墙壁可

以一边画苏州园区的旧貌,另一侧可以用颜料刷成亮色,画苏州

园区的新貌,顶部也不一定全部刷白,因为是靠近河道边,可以

利用苏州多水和河道边水的元素,顶部以蓝绿色为主色调创作

成水的感觉。因为是室外壁画,考虑到夜晚路过的行人也可以欣

赏,学生可以在丙烯颜料中加入萤光剂,在夜晚没有灯光的环境

下,壁画一样可以绚丽夺目。 

教师讲解完后,学生开始研究画面的形式美法则：变化与统

一、对比与和谐、比例与尺度、节奏与韵律等,研究如何把这些

法则运用到构图、造型和色调上,接着修改原来的画面, 后创

作出来的一面墙描绘的是苏州园区20年前洼田密布、阡陌纵横

的景象,另一面墙表现的是园区众多高楼繁华汇聚,璀璨生活的

景象,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 后创作完后学生在墙上签上了自

己的名字,合影留念,意义非凡。 

经过学生前期实践,在实践中感受体验与总结经验,生成一

些粗浅的知识与技能,然后教师讲解,相当于把学生先前感受的

知识点挖深教透, 后学生在自己实践与教师教授后再深入学

习消化所学知识,就会理解得更深刻立体,这样的自学形式相当

于课堂作业、课后拓展等,对所学的知识再次进行巩固,如制作

学习档案袋、交流汇报心得体会与展示展演等。 

在壁画课中,不管是“先学、后教、再做”、“先学、后做、

再教”,还是“先做、后教、再学”模式,学生自始至终是主动

学习和积极探索者,教师只是教学的引领者。教师要充分运用任

务驱动、提出问题串、场景教学法等创建学习环境,让学生身临

其境,课堂中学生不仅作为一名学生,还能真实地感受到作为一

名参与者和设计者应该具备的能力,也为学生继续学习与热爱

美术奠定了基础。 

4 结语 

“教学做合一”,打破了传统教学中以教师直接传授知识为

中心,转移到以学生自学与动手实践为中心,并和现实生活紧密

结合,教与学、学与用结合,改变了传统教学方法。“教学做合一”

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突出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主体地位,给学生提供了展示自己的

舞台,发展了学生综合艺术素养,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提高了教师的教育教学技能和教学质量。学生自学时会有很多

不可预见性的问题出现,导致教师在这种新型教学课堂中也会

发现更多的新奇点,并灵活调节课堂知识点与教学方式,达到了

师生教学相长。 

[参考文献] 

[1]刘文华.“教学做合一”使美术课充满活力[J].内江科

技,2010,31(07):206+135. 

[2]李林.问寻行知教育——读陶行知《教育名论精要》札

记[J].江西教育,2019,(08):73-74. 

[3]闫立娜.教育当生利 精要在利群——重温陶行知的职

业教育思想[J].山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8,31(02):98-101. 

作者简介： 

朱光荣(1978--),女,汉族,江苏苏州人,本科,高中美术教师,

研究方向：中学美术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