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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在小学美术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李 丹

(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镇中心小学校)

微博、微信、微课等微事物是新时代发展的产物，通过微课能够帮助小学美术课堂教学突出教学主题，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同

时还可以增强课堂的交互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因此，微课受到了众多一线教师的欢迎和青睐。结合微课的实

际特点，探讨微课在小学美术课堂教学中的实际应用。
微课 小学美术 教学应用

“微课”是以视频为主一种媒体形式，可以记录教师在授课中的某个

知识点或教学环节，其具有着流媒体的播放性、容量小等特征，合理的应

用微课来入住小学的美术教学能够有效的提升课堂的教学效果，因此，

研究微课教学模式的特点以及结合美术课堂本身的特征，设计相应的教

学方案，对于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美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微课概念

“微课”的概念来源于新课程标准及教学实践要求，结合视频、PPT、

情景教学等因素进行教学，相比较于传统的授课形式，微课的主要目的

不是以一系列知识点为基础进行集中教学，而是针对某一个知识点开展

教学任务，这个知识点一般是教学当中的重点、难点和疑点。

二、微课特点

1． 授课科技性

微课的授课抛弃了传统的课堂教学形式，主要的授课方式就是视

频，在这样的方式中，教师可以出现在视频中，也可以完全不出境，直接

用画外音进行知识讲解，这就有别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运用计算机和互

联网等高新技术来进行远程授课，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信息化与科技化的

良好应用。
2． 知识针对性

微课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知识讲解的针对性，微课要讲解的问题一

般来说都比较集中，基本上都是一个突出的主题，对于知识点进行有针

对性的深入演示与讲解，以此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或是对于课堂之中

较为抽象、较难的技法、画法进行演示和示范，加深学生的认识和理解。
3． 课堂灵活性

微课的课堂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课堂的束缚，这得益于计算机和互

联网在教学中的良好应用。师生可以直接通过在线或者离线下载观看

的模式，查看整个微课知识点的讲解，传统课堂已经不再是必要的教学

授课场所，学生甚至可以在家利用移动设备进行移动学习，这种课堂的

灵活性使得整个教学的学习时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不分地点，也

可以不用教师进行授课，完全靠自主学习，这种方式无疑是对学生自我

学习能力与自律能力的良好锻炼。

三、微课在小学美术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1． 活化课堂教学，帮助学生理解

美术课堂教学中的一些知识点内容离学生的实际生活较远，学生在

理解方面会有一定的困难，但通过微课形式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

例如，人美版三年级下册《恐龙世界》课例，倘若学生对于恐龙的种类、特
征、习性和生活环境等方面没有了解，那么对于这方面的教学与学习将

产生一定的障碍。教师如果想要通过讲解将这些知识阐述清楚将浪费

较多时间，并且教学效果不一定理想。而通过微课则很容易解决这方面

的问题，在网络之中也很容易找到有关恐龙的纪录片，将其挑选并制成

课堂所需的学习资料，能够让学生更为直观地了解到相关的知识，帮助

学生理解，同时此种方式的教学有效的活化了课题教学，对于提升整体

的课堂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教师在美术课堂之中常常要示范一些绘画的技术技巧以及制

作过程，利用微课技术能够将这些细节展示的更为清晰明了，更容易让学

生理解，如人美版五年级上册《学画抽象画》课例，这次中要求把颜料滴、

流、甩在画纸上，画纸必须平铺，如果在课堂上演示，只有前排的孩子能看

到。而运用一个 6 分钟的微课就可以把颜色的调制、滴流的方法、色彩的

搭配演示得非常到位。
2． 促进课堂知识与生活实践知识的整合

通过微课可以为课堂创设相应的教学情境，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利用

微课可以诱发学生的绘画创作灵感，打开封闭的课堂，将课外中的场景引

入到课堂之中，为学生营造栩栩如生的教学环境，让学生融入到其中去体

验区感受。例如，五年级上册“泰山石刻”课例，有碑碣石刻、画像石刻、

佛教造像石刻、摩崖石刻等，本课重点是通过欣赏各种石刻，加深学生对

中国汉字发展史的认识，教师借助 Premiere 对相关知识进行剪辑编排，再

结合配音，将多个时空的内容融合到微课视频当中，让学生做到仿佛身临

其境，通过实际观察获得感性知识以说明和印证所学知识。
3． 微课能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学习

微课作为容量较少的流媒体，具有着广泛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其不仅

能在通过电脑进行播放，同时可以通过现行的手机、平板灯移动设备播

放，十分方便，也正是如此，微课极大限度地成为了打造开放课堂教学的

重要途径，小学美术亦应该做到这一点，将课堂还给学生，让一些年龄稍

大的小学生可以通过微课的辅助独立的完成一些小学美术课堂教学，无

论是课余还是在家中都可以完成某些美术学习任务。教师则仅仅是需要

用心制作好微课，将其放在论坛、校园网等平台之上。例如，四年级“用

彩墨画鸟”等课例，对于这方面的知识学生在短暂的课堂之中学习起来

较难掌握，需要自己在课外不断反复训练才行，因此，在这方面教学时我

们可以将中锋、侧缝、顺锋、逆锋、泼墨、破墨等技法的演示做成小微课，这

样学生就可以随时模仿练习相应的技法，甚至家长在观看后都能根据微

课中教师的讲解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提示性指导，学生同样能在反复训练

中做到熟能生巧。

四、结束语

微课使教学过程情境化、形象化、趣味化，从而使学生感到自然、真

切，甚至可以如身临其境，诱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开辟全方位立体的思维

通道，加大信息的接受量，促进学生分析力的形成、理解力的增强和鉴赏

能力的提高。总之，在小学美术课堂教学中，充分开发和利用微课教学，

能更好地诱发学生的情感体验，有效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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