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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造力是新时代人才的重要素质，也是当前教学改革中人才培养的重要素质之一。绘画是培养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小学美术是

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重要课程。目前在很多小学中逐渐开始将班级缩小，进行小班教学，这个趋势对于教师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一个重要的契

机。小学美术教师要结合当前小班授课的契机，积极的思考多样化的小班授课方式，寻求在美术教学当中培养学生创造力的策略，不断的提

升教学效果，达成美术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本文结合当前小班授课的教学策略，探讨在小班美术教学活动中创造力的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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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行，学生的创造力培养在教育的过程当中越来越

为重要，与此同时，在以往收到忽视的美术课程也逐渐受到重视，成为

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重要科目。因此，在小学美术的教学过程当中，教师

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教学中进行实践，寻求培养学生创造力的教学策略。

小班授课是时下小学教育中的趋势，因应这种趋势，教师的教学方法也

要相应的进行调整。同时，教师也应当能够认识到，小班授课对于培养

学生的创造力是一个更好的契机。农村小班化具有更加鲜明的特点，教

师在这种背景下结合丰富的教学方法，能够发挥更好的教学效果。 

1 农村小班化的优势与困难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留守人口越来越少，生源不断萎缩。在农

村小学中，小于 20 人的班级越来越多。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小学教师面

临着新的挑战与契机。小班化教学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要将这个优势发

挥出来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首先，小班化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这对小学

生来说，是尤为重要的一点。在农村中，很多小学生都是留守儿童，长

期缺乏父母的陪伴，在学校中，因应小班化的趋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

与精力分配给每个学生，进而加强对学生个体的理解，包含学生的学习

状况，家庭状况，心里状况等等。这些都会给学生带来安全感，让他们

能够对学校，对教师拥有更多的信任，在接受教育的同时更加容易接受

教师的正面引导，也便于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营造和谐的教学氛围。其

次，小班化教学中，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容易形成班

级学生之间团结协作的氛围，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的精神。在小班化的课

堂中，教师更加有机会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式学习来加强学生之间的沟

通与交流。另外，学生之间的居住距离往往比较近在农村的小学之中是

一个普遍的现象，学生之间也更加容易有深厚的感情。再次，在小班化

的课堂中，更加有利于教师因材施教，按照学生的学习程度，个性特征

调整教学方式。小班中教师更加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学习特点，教师

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灵活的调整。同时，因为学生人数较少，学生也的到

更多的机会在课堂中进行锻炼，教师也能够因此增加个别指导的时间，

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从以上优点来看，小班化的班级不论是师

生关系，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都能够更加融洽，教学氛围更加和谐。

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学习的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到更多的关注。在小

班中，学生能够的到更多倾听，得到更多的关注，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

展。 

当然，在当前的农村小班化中普遍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是我们当前

需要着力进行解决的。主要在于师资力量薄弱，老龄化严重，教学设施

落后，教学方式单一，教学理念落后等。尤其需要注意的重点是在很多

农村小学当中，小班化并不是学校主动改革的行为，而是客观上因为生

源的减少而被动出现的现象。因此，在农村小班化的背景下，教学还是

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2 小班美术教学活动创造力的培养策略 

小学美术教师要充分的认识到农村小班化背景下教学所面对的挑战

和机遇，积极的思考教学调整方法，发挥美术教学对于创造力培养的积

极意义，探寻在美术教学活动中培养创造力的策略。 

第一，善用游戏的教学方式，深化教学效果。在小班化的授课中，

学生更加容易分成小组进行游戏活动，每一个小组成员不会太多，这样

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每一位学生都有机会参与，并且因为人数，小组较少，

教师也更加容易观察到学生之间的互动与讨论，学生在游戏中的实际学

习效果。例如，在浙教版小学美术第一册的教学第二单元中，是关于新

朋友的介绍。美术教师在准备这堂课的教学时，可以安排分组游戏，将

班级的学生分成三到四个小组，组织学生观察其他小组成员进行造型表

现，并绘制一幅肖像。之后将肖像作品进行展示，让其他小组猜出肖像

对应的同学。 先猜出来的小组取得胜利。通过这样的游戏过程，能够

让学生学会如何在生活中进行观察，观察 为显著的特点并且通过绘画

的方式表现出来。绘画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在这个游戏中，要表现出人

物的显著特征，就需要发挥学生的想象力与创意，通过绘画的形式表现

出来，这样就是一个拓展想象力，培养创造力的过程。 

第二，设置开放性的作业，让学生自由发挥。美术是一门艺术，本

来就不应当拘泥于各种形式。因此，在小学美术教学当中，教师也应当

不拘泥于教材以及教材的内容，在课堂中设置一些开放性的作业或者人

物，让学生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与想象，根据主题创造出属于自己理解

的作品。同时，这也是一个让教师了解学生想象力以及创造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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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师能够根据这些作品了解那些学生具有哪一方面的潜质，从而根据

实际情况来调整教学的方式与手段。但是，也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说

的开方式的作业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开放，而是在一段时间的教学之后，

对学生以及学生的背景有一定的了解程度之后，结合教材以及已经学过

的内容布置相应的开方式的作业。这样教师不仅能够了解学生过去一段

时间的学习成果，同时也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

力。例如，在浙教版小学美术第二册第二单元中水彩游戏就是一个非常

适合设置开方式作业的单元。在这个阶段，学生已经经过一个学期的学

习，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基础，同时教师与学生之间也已经相互了解。

在这个单元的教学当中，教师可以设置两个面向的开放式作业。第一个

式请学生使用生活中的材料制作水彩，并绘制出一幅水彩画。农村的自

然条件比较丰富，学生比较容易接触自然中的各种花草树木，也更加容

易的从自然中采集原材料，制作水彩原料。教师在布置作业后应当适当

的给学生引导，让学生认识到自然界之中的水彩原料，给出一个引子，

让学生顺着这个方向进行发挥创造。第二个方向式布置一个题目，让学

生根据题目创作一幅水彩画。这个题目可以是一首诗，歌曲等较为抽象

的内容。学生通过感受歌曲，诗歌中的意境，创作出自己脑海中的画面。

当然，这个作业有一定的难度，也需要教师的辅导。教师需要在布置作

业后给学生一些具体的指导或者线索，带领学生共同完成这个作业。类

似这样的开方式的作业是培养学生创造力与想象力的绝佳的方式，同时

还紧密的与农村的自然环境相结合，让学生在熟悉的环境中畅想放飞，

给学生的想象与创作插上翅膀。 

第三，引入多种形式的绘画形式，开发学生的创造力。绘画有非常

多的方式，事实上，在美术中也有非常多的流派。所以小学美术的教学

的当中，教师需要让学生正确的理解美术。在美术的教学过程当中介绍

多种绘画方式，了解美术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美术作品的独创性与

艺术性。例如，在教学当中给可以引入手掌画，指纹画，树叶画，棉签

画等等，凡是生活中用到的物品，都可以用来创作。这样也让学生认识

到，生活中的许多事物都是可以有多种的用途，久而久之，学生在日常

生活中也会学习举一反三的思考，不会被固有思维局限住。例如，在浙

教版小学美术第三册第 13 课指印的联想，就是需要让学生了解绘画学生

的多样性。在教授学生了解指印画之后，教师可以进一步的拓展，让学

生感受，观察不同的物品的纹理，并且学会创作不同形式的绘画。在小

班中，教师就能够充分的利用小班的优势，让每一位学生创作一幅不同

形式的绘画，之后在全班进行展览。学生之间通过观看相互之间的作品，

能够深切的体会到生活中的任何物品都可以用来创作绘画。这样的展览

能够让他们印象更加深刻，从而突破固有的思维，并且养成在生活中勤

于思考的习惯。很多学生在经过这样形式的活动之后不会满足，在自己

的课余时间，在家中还会继续不断的创作这样的美术作品，在持续的练

习中，学生就会逐渐的养成想象创造的习惯，成为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

这就是学生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体现。 

第四，引入正面积极的评价体系。美术评价的标准较为笼统，虽然

我们课标作为具体的指导，但是在实际的美术评价中， 为重要的还是

保护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小班化的背景下，教师能够针对每一位

学生进行具体的评价，所以需要特别注意到，在小班化教师评价的过程

当中，需要保护学生的自尊心，树立学生的自信。美术作为一门特殊的

科目，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更加适宜使用讨论的方式而不是分数进行

评价。也就是说，在对学生的作品进行评价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之间

进行讨论，指出学生的优点，并且鼓励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例如，在

进行不同形式的绘画创作时，教师应当积极的评价学生的创造力，敢于

使用生活中的物品进行美术创作，这样不仅仅能够保护学生的想象力，

更加树立学生学习的自信。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组织作品展的形式，

引导班级内部进行讨论，鼓励学生之间互相进行评价，从而提升学生之

间积极思考，相互学习的热烈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天马星空的

想象力能够得到保护与鼓励，而这也是创造力的基础，也是美术教学进

行创造力培养的重要基础。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前农村小班化的趋势明显，班级中的学生数量减少，

这给教学带来挑战与契机。小学美术教师需要认识到当前这种趋势，充

分利用小班化授课的优点，突破苦难，在教学当中进行适当的调整，采

用游戏的教学方式，设置开放性的作业，引入多种绘画形式，并且采用

积极的教学评价体系，鼓励学生的想象力，并且从中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促进素质教育下复合型人才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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