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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art teaching problems, the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lassroom theme design, pre-
class teacher prepar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 good classroom teaching atmosphere in clas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information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iversity art teaching. In an environment with high requirements for core literacy, teachers 
should strengthen self-awareness, integrate teaching resources,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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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环境下的大学美术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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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分析当前美术教学问题的基础上，对课堂主题设计、课前教师备课以及课中营造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等层面进行全面
化提升进行分析。论文指出，信息化教育对大学美术教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核心素养高要求的大环境下，教师要加强自
我认知，整合教学资源提高信息化教育有效性以提高学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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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应试教育使教师以及学生对于答案往往有一成不变的思

想。新型教学模式下，美术学习是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和个人

涵养提升的重要体现，所以教育工作者要融入教学改革中，

全力发展美术教学的质量。

2 美术教学提升的重要性

美术教学过程中教师想达到特定的教学目的的前提是提

高全日制学生的美术指导工作。美术学习会让人越来越聪明，

对社会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在生活中具有更创新的想法。美

术的学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学生的个人素养，在很大

程度上作为大学生的基础学习学科、为学生日后在社会生存

立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有美术绘画奠定良好的基础，才

能使学生在学习与绘画有关的学科过程中获得成功。在大学

美术课上，铅笔经常被用来画一个固定的框架以及画出基本

的图画线路。但是，铅笔与油画颜料相比在处理纸张的过程

非常困难，由于其具有无色的特点，因此很难引起画者的注意。

在美术的教学过程中需要区分不同教学科目，加强学生学习

效果。

3 美术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

3.1 教学目标不清晰

由于新课改下，传统教学观念和新的教学思想在信息化

教学领域存在着观念冲突。很多教师对教学目标的设定存在

混淆的情况，不能完善、落实新课改，在一定程度上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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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美术学习能力的教学模式。例如，很多教师以静物

素描主题的美术教育作为学生美术学习能力提升的重要教育

手段，却没有清晰地认识到静物素描范围过于庞大，学生的

大脑发育不完全思考问题简单，很容易在范围过大的教育中

对问题理解不够深刻。一些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不注重静物

素描本身反而一味地追求静物素描反应的内涵和传播的思想，

将其强行灌注到学生的大脑中。

3.2 教学过程中引导问题

很多教师由于教学思想存在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把握不

好主次之分，很难让学生的学习成绩得到有效提升，甚至可

能影响到学生对于美术本身的理解。也有一部分教师在教学

中一味地追求量的变化，对学生进行强行灌输，最后导致学

生成为应试教育下缺少独立思考能力的产物。

3.3 教学方式问题

一部分美术教育工作者在教学的过程中秉持原有的传统

思想。将现代信息科技手段引入课堂与美术相结合，将会大

大提高美术的趣味性。将现代科技手段与课堂相结合，能大

大提高学生美术的效率，在新课改背景下美术教师要深刻地

认识到科技作品时代产物的力量。

4 美术学科教学策略

4.1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作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意识到学生是课堂上的重点，

应鼓励学生产生兴趣。知识渊博的教师可以使学生感受到不

一样的教学氛围。教师利用自身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美术习

惯进行言传身教可以提高学生对于美术的热爱。教师可以采

用信息化教学模式提高班级教学效果，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充

分利用科学技术力量。与学生一起创造特殊的教学环境，让

学生参与教学环境可以激发学生对美术技能的热爱，提高在

核心素养背景之下对于学生的大学美术教育的成效。在美术

教材中有很多的课外扩展内容，这些内容在满足趣味性的同

时，又与课堂本身息息相关。加强对美术教学内容的扩展在

抒发教师情感的同时也使教学目标的实现加以提速。教师可

以布置适当的场景来让学生感受到每一个人物的内心和角色

的心理历程，引发学生更多思考和对于美术想象感。学生会

在画面中感受到美术本身的魅力，在一次次的自我思考和经

验积累中提高自身的美术思考与分析能力 [1]。

4.2 利用微课进行美术教学

为了有效地向学生传达知识点要求微课内容丰富，形式

灵活，结构简单，在制作的过程中看似简短几十分钟对内容

的把握必须要精到。在投入使用后一次次地分析微课制作的

技巧方法和对学生的有效性分析得出了以下几点对微课制作

的要求。

第一，将具体美术的知识点与考点相结合，在微课中进

行全方位的讲解。教师在具体制作微课的过程当中，应将考

点与知识点进行一一对应，使学生能直观感觉到课堂视频的

立体和多元化。相关数据研究表明，微课教育背景下学生学

习成绩相对与传统教学课堂提高了 40%，将美术知识进行结

构化。

第二，在微课视频中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使学生在

学习的过程中更加细化的理解具体知识点，在自身的大脑中

进行结构化联系各个知识点，并深刻掌握具体知识 [2]。

第三，微课可以针对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制作专项针对

性的学习微课，如知识点复习专项突破，使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可以自主复习。专项突破知识点制作的同时要与学生沟通

得当，做到精准打击学生的薄弱点，提高学生成绩完成教学

目标 [3]。

4.3 加强图片欣赏与线性结构解析能力教学

经过试点发现，信息化教育背景下学生图片欣赏与线性

结构解析能力有着 20% 左右的提升。大学静物素描最重要的

是发展学生的绘画能力，使学生可以欣赏图片并分析某些结

构，即让学生增强学习绘画的素养和美术素养。为了实现线

性结构立体化教学的目标，教师必须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学

生对于美术结构的理解以及特定结构的绘制。线性形状是指

阵列中所绘对象阵列的特定结构，对于线性结构的理解有利

于绘画过程中具体的思维立体化。对于不是专业学习美术的

学生，在静物素描教学的具体过程中教师很难准确地分析学

生的基本情况和原有的美术素养。因此，教师需要将具体绘

画方法和画作分析整合到特定的学习中，以身作则地进行细

化教学，并根据特定的教育方法对学生进行专项培养 [4]。

4.4 贯彻“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理解个体差异性

实施以学生为基础的教学理念，并指出大学生阶段的学

生在美术素养和学习态度上存在差异性，需要教师更大的耐

心去培养和改变他们。特别是对于那些美术素养较差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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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应更多地注意和指导他们的学习和活动，以使大学生在

玩乐大学习，将游戏和学习紧密结合在一起，体会到学习的

乐趣。实物静物素描被用作大学阶段教育和教学的有效工具。

全面的课堂教学方法侧重教师的认知美术素养，思维和理解

能力，但是当使用适当的实物静物素描并为大学生分配学习

机会时，大学教育者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对大学生美术素

养和学习成绩的提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通过实物静物素

描教学时，大学教师应在教学环境上给每个大学生平等的机

会和权利 [5]，以充分了解教室中每个学生的美术素养和个性，

并为那些快乐活跃的大学生提供学习乐趣。尽管我们确实承

认了实物静物素描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但我们还应规范实物

的数量。

4.5 创造自主的学习氛围

在教学中一个自由和谐的课堂能让学生在学习中有更

多的自我体会，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而不是教师一个人的

展示时间，学生在小组讨论中不断地自我思考和反思，学生

在课堂中自主独立的时间越多，学生越能体会到自主独立学

习。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带动课堂教学氛围，让学生喜欢

主动发言，使课堂教学氛围更加和谐。选取一定的时间让学

生进行思考和讨论，学生自己的思想产物才能成为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收获，给学生更多的讨论时间，让学生对美术的

想法变为思考的产物，提高课堂有效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 [6]。

5 结语

通过论文的具体分析，要想做好美术学习能力的培养，

教师要适当、及时地分析自己的教学方式和课堂的学习氛围，

建立良好的教学体验和教学模式，顺应时代的发展，而信息

化教学模式是提高教师教学与信息化教育渗透的有效措施。

在实际应用中，教师应当紧抓教学目标，广泛涉猎课外知识点，

将内容变得丰富，让学生收获更多的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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