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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美术如何活用视频资源
魏红霞 

（泰国格乐大学，泰国 曼谷 611745）

摘要：儿童是很有创造天赋的，他们的想象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大胆离奇的，关键在于教师如何有效利用资源对学生的创造性

思维进行合理开发。视频资源收集方便、内容丰富，学生喜闻乐见。本文尝试从巧借视频采撷点滴“生成”，活用视频重现经典时刻，

回放视频提炼精彩瞬间等方面开展美术教学，争取让我们的美术教学关注“生成”巧归零，活用资源翻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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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课标要求改变传统教育中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带来了师

生学习方式的变化，从而也改变了传统教育中教师的角色。开发

美术教育的课程资源，是新课程改革中重点关注的问题和必然的

要求。美术课程资源已从学校课堂、课本以及美术学科本身的局限，

扩展到自然、文化、社会等范畴。事实上，传统美术课堂观念陈旧、

资源单一等现象仍然存在。

笔者教学实践证明，视频资源收集方便、内容丰富，学生喜

闻乐见，是适合农村学校开展美术教学工作的有效资源。教学中，

我们可以选准切入点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使学生乐于主动参与

学习中。

一、巧借视频采撷点滴“生成”

视频播放直观形象，方便快捷，教学中可以利用视频，记录

身边的现有素材和生成性资源，让它们服务于教学。

（一）记录精彩课堂

课堂教学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具有灵活的生成

性和不可预测性。生成性资源以其具有的主体性、互动性、真实性、

丰富性和开放性等特点逐渐被人们认识。美术课程的生成性资源

是在美术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生成的，是能进一步推动知识意

义有效生成的“动力资源”，教师应及时捕捉、及时采撷，在教

学过程中真正做到“心中有学生，眼中有资源”。

（二）冻结快乐一刻

当前教育，越来越注重人文性，提倡“以人为本”，推行“活

动促发展”。因此，在每个学期，学校都会组织各种活动，提高

学生的学科素养和综合能力。精彩的活动内容，带给学生快乐体

验的同时，也生成了许多鲜活灵动的画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

课程资源。按下快门，冻结这精彩的瞬间，留下的是永恒的记忆

和永不褪色的画面。如校园班际足球赛、英语节、读书节、“跳

蚤市场”、春游拉练活动中，或欢呼雀跃，或尽情忘我，或恋恋

不舍，甚至天气变化带给孩子的惊奇……这一切，都闪耀着孩子

们快乐的神情。利用视频，冻结这份快乐，记录点滴“生成”，

便可成为重要的教学资源。我们可以借助镜头留下那份令人难忘

的快乐。

（三）定格身边面孔

在荧屏上认出熟悉的面孔或找到自己的身影，孩子们是最兴

奋的。为什么不能利用好这份兴奋，让其服务于教学呢？

我们可以打开视频，记录身边的一张张面孔。可以是老师略

显严肃的神情，可以是充满童真的微笑，甚至是一张张滑稽可爱

的“鬼脸”。我们还要记录孩子们的童颜，或眉开眼笑或怒目圆瞪，

或表情平淡或一脸吃惊……总之，孩子们的每个瞬间都可以成为

重要的课程资源。

借助视频对资源进行记录后，还要加以提炼，整合利用。巧

用有效资源，重组各种信息，见机而作，适时调整，让视频文化

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我们要对生成性资源进行选择。教师可

以在零星的、片面的动态资源中，根据教学目标、学生的学习规

律和生活实际进行选择，及时引导和点拨。其次是拓展和延伸。

除了让学生积极参与、主动探究、合作交流外，教师还必须结合

视频资源适当地将教材进行拓展、延伸，给学生一片新的天地，

促进预设与生成的融合，使课堂教学向着纵深方向发展。

二、活用视频重现经典时刻

视频资源，最大的亮点是筛选自由，回放自如。除了我们自

己采撷资源，还可以利用网络视频，重现精彩难忘的一刻。

（一）重温“传统佳节”， 回放“民俗民风”

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各有千秋，过节方

式不尽相同。播放各地欢度传统佳节的视频，让学生感受各地的

民俗民风，同时也重温家乡人欢度佳节的幸福时刻，能增强学生

的内心感受和内在表象，提高对情景事物的认知度和表现力。

1. 春节、元宵品习俗

春节、元宵节是每个炎黄子孙最看重的节日。过节习俗丰富

多彩：贴春联、挂灯笼、迎龙灯、游台阁……离不了饭桌上的美

味佳肴，忘不掉举杯同庆的欢乐场面。孩子们经历过，激动过，

然而如果让他们在画面上重现那份记忆，恐怕会有难度。利用视频，

回放这份精彩，唤醒学生心中的美好回忆，能大大降低美术创作

的难度，为开展教学工作铺路架桥。

如：在每次寒假回校后的第一节美术课上，笔者先让孩子们

畅所欲言，谈谈自己假期里的见闻和感想。而后，播放网络视频，

呈现各地欢度节日时的快乐场面。再让他们对比各地不同的民俗

风情，说说最想以什么方式过春节、闹元宵。有了网络视频造就

的视觉刺激，孩子们都很兴奋，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通过互动

交流，进行了言语表述的铺垫，再让他们进行绘画创作，将语言

文字和内心表象转化为外在表象进行美术创作，也就水到渠成了。

2. 清明、重阳祭黄帝

在我们家乡，几千年来流存着许多有关黄帝的传说故事、自

然景观和文献记录，形成了积淀深厚、源远流长的黄帝文化。特

别是近几年来，县委、县政府把挖掘和弘扬黄帝文化作为打造区

域人文特色的重要内容。每年清明节和重阳节，都要举办一年两

次的黄帝祭祀活动，恭读祭文、敬献三牲五谷、行祈祀舞，并在

礼成后，举行大型民间文艺表演活动。精彩的活动内容为孩子们

的美术学习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

在教学中，利用网络视频，再现弘扬黄帝文化活动中的精彩

片段，让孩子们说说自己印象最深的一个镜头，谈谈自己了解到

的黄帝文化相关知识，讲讲瞻仰黄帝祠宇时的激动心情和视觉震

撼，引领孩子们在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提高把内在表象转化为

外在表象的能力，增强美术表现力，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资源利用。

（二）品味“地方特色”，再现“周边新闻”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积淀了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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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的民俗民风，也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地方特色。虽然孩子们不

能事事亲临感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筛选网络视频再现周边新闻，

引导孩子们了解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了解发生在身边的大事小

事公益事。

1. 各色“花节”，节节溢彩

在我们家乡，各种“花节”令人目不暇接：清新素雅杏花节、

秀美迷人桃花节，还有明艳耀眼茶花节，都在春季里列队出席。

到了秋季，还有鼎湖峰旁的娇艳芙蓉花。

为了让学生感受家乡的花文化，笔者特意筛选了有关赏花节

的视频，在进行《我的家乡》美术创作前播放欣赏。孩子们被画

面中娇艳的鲜花、熙攘的人群和热闹的氛围所吸引，内心深处对

家乡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所创作的作品也就有血有肉富有情感

了。

2. 特色“饼节”，节节飘香

烧饼是我们家乡的特色食品。近年来，为加强烧饼品牌建设，

弘扬乡土饮食文化，挖掘和推广地方传统特色小吃，我县每年都

组织以烧饼为主打的美食节活动。烧饼唱主角，各种特色小吃齐

聚一堂，迎接各地食客品尝欣赏。美食节是最受孩子们喜爱的活动。

在孩子们看来，能够亲自去现场品尝是一种享受，通过视频欣赏，

也可以饱饱眼福过过瘾。

每次美食节过，笔者都会收集制作美食节的视频，作为美术

教学的课程资源：有人山人海排队购买的场景，有手忙脚乱买卖

交易的画面；有大袋小袋行色匆匆的一幕，有美滋美味享用品尝

的瞬间。

沿着自己徜徉美食广场的记忆，欣赏着视频带来的独特视觉

效果，孩子们兴奋的情绪渲染了整个课堂。在激情中进行美术创作，

每一笔每一画都飘着美食的香味，闪耀着愉悦的色彩。

3. 公益活动，激情飞扬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提高精神文明

的重要性。组织公益活动，传播正能量，成了我们身边一道道亮

丽的风景：“爱心捐赠”，让孩子们通过衣物、文具，向远方的

孩子传递了友谊；“绿化家园”，在领回一株株花木苗的同时，

也更明确了美化家乡的重要性；“环保卫士”，在老师的带领下

进入小区拾捡垃圾，同时也传递着要保护环境的信息；“商品义卖”，

使零用钱有了一举多得的功能；“心灵沟通”，让偏离正轨的人

找回了自我……正是这一次次的公益活动，向人们传播着正能量，

也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爱的种子。

于是，在进行《我有“画”对你说》绘画创作之前，教师先

通过视频播放我们身边的公益活动，燃起孩子们内心的正能量。

然后通过“选镜头”“说画面”“绘想法”等形式，引导孩子们

进行创作。最后，通过展示孩子们充满着正能量的美术作品，延

续公益活动的意义和内涵。

4. 露天广场，舞出希望

广场舞成了时下的一种流行元素。自然也可以成为孩子们美

术创作现成的素材。在课前，笔者要求孩子们去现场观看欣赏广

场舞表演，要求分集体和个人，从整体到局部进行有效观察。课

堂上播放相关视频，通过场景播放和个体特写相结合的方式，引

导孩子们再观察。有孩子因为认出了熟悉的面孔而兴奋，还有孩

子为知晓某个舞蹈动作而动情。激动之后静下心来，呈现出的是

认真创作的专注和丰富多姿的画面，教学效果非常好。

三、回放视频提炼精彩瞬间

开始这一尝试之后，笔者渐渐发现运用视频资源开展美术教

学，远比枯燥的口头讲解来的有趣。而视频资源直观的画面效果，

更是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内心世界，促进了学生的美术创作能力。

同时，视频资源不受时间的控制，没有次数的约束，更能让我们

随心所欲，想用就用。

（一）观察视频动态，丰富情感体验

在丰富视觉体验方面，网络视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为我

们提供了大量信息资源，有文字，有图片，有声音也有动画，甚

至还集声音、图像、文字多功能于一体。这一独特优势能生发一

种创作情景，还原生活情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多种方法播放、

重复播放。如果能巧用这些资源，通过分解人物动作，展现过程，

还原人物表情，凸显神韵，倾听人物语言，如闻其声，引领学生

在观察中丰富情感体验，就一定能给学生的美术创作带来更大的

快乐。

（二）利用视频镜头，丰富作品内涵

美术创作应讲究对于细节的雕琢，通过细致描写，赋予作品

内涵和生命力。这样的作品往往更能打动人，也更能获得孩子的

青睐。在拍摄视频的时候，除了采用全景拍摄之外，还可以使用

特别写真，慢镜头回放抑或是快镜跟踪的方式。将其运用到美术

作品中，就能尽情展现精彩的画面，并通过对于人物的精雕细琢，

为作品增添灵魂。

每一个儿童都是天生的画家，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模仿力，

如果教师在教学中能够打破常规，向陈旧的教学方法说再见，走

出教科书的小天地，巧妙地运用丰富的视频资源，将会为我们的

教学工作开启新的篇章。

（三）契合儿童兴趣点，筛选资源

学习的首要出发点不应该是教师决定学生学习的内容，而是

应该考虑学生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喜欢什么，一切从学生出发来

开展教学活动，进行教学设计。

所有的教学都应以学生为第一主体，树立科学的指导思想，

从而为教学设计和后续的课堂教学奠定扎实的基础。研究、探索

适合学生身心特征和美术学科特点的多种学习方法，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有效掌握基本的美术

知识和技能，发展视知觉能力、美术欣赏和表现能力以及对美术

的综合运用能力。爱因斯坦曾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视频

资源作为一种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儿童读物，如果能与孩子们感兴

趣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就能充分调动孩子的兴趣，启发孩子的想

象，激发探究欲望。视频资源包罗万象，涉及人文、历史、地理

等，要精选贴合低段儿童年龄特点、有趣味的内容加以开发利用，

才能激发儿童的学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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