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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下体验式教学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应用策略分析
李　杨

（南通大学附属初级中学，江苏 南京 226001）

摘要：随着《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4 年版）》全面应用普及，体验式教学成为推动初中美术教学改革的重要方法。体验式教

学不仅可以确立学生主体地位，而且能够融合情境教学、案例教学、项目活动教学等方法，对于学生兴趣建设、学习体验升华、知识技

能培养、审美素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展开研究，通过分析体验式教学对初中美术课程的积极影响，进而提出新课标

下体验式教学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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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强调注重学生的艺术体验，关注学生在艺术学科学习

中的艺术感知和情感变化，以此促成学生审美思维、审美能力的

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教师应积极采用体验式教学法，以此为

学生创建开放式、主体性的学习活动，全面深化学生的学习体验，

并以此改造美术课程教学形式，推动学生核心素养的可持续发展。

一、体验式教学概述

从本质上来讲，体验式教学是依托学生学习体验促进学生学

习成长的教学方式，与建构主义教育、“做中学”“教材心理化”“情

境化教学”等教育思想有着内在联系，为体验式教学奠定了理论

依据。在体验式教学实践中，教师需要分析学生的学习水平、绘

画能力、心理素质等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创建教学情境与学

习环境，强化学生的情感体验。同时，教师需要注重情境氛围与

学习活动的交互关系，通过心灵共鸣引发身临其境的学习感触，

而后借助美术载体表达学生的情感体验，以此达到学生知识技能

与情感体验的同步发展，强化学生的学习印象。

二、初中美术教学中体验式教学应用的价值

（一）体验式教学有助于学生兴趣建设

传统美术课堂教学关注学生知识与技能发展，但教学流程主

要以“展示－讲授－讨论－绘画活动”为主，学生无法从中获取

乐趣，进而导致学生的兴趣表现不佳，并会逐步生成厌学情绪。

体验式教学法可以借助情境引起学生好奇和关注，同时利用美术

实践、鉴赏讨论、小组合作等活动引导学生参与其中，不仅可以

强化学生的知识与技能素养，而且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

多模态感知，让学生保持良好的兴趣需求。

（二）体验式教学有助于培养美术素养

传统美术教学主要从知识表层与技能表层培养学生，对学生

的美术理解和审美思维培养不足。而体验式教学不仅注重多感官

启发与实践活动体验，而且能够引导学生借助各类材料展开联想、

创作与设计活动，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动手能力以及审美能力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

（三）体验式教学有助于师生课堂互动

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具有主导地位，学生采取被动的状态跟

随教师完成学习任务。但体验式教学强调学生主体地位，采取教

师引导学生合作的形式展开学习活动，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建议，

学生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探索与尝试，而在此过程中可以

形成平等交互，有利于新型师生关系的建设与发展，从而构建民

主平等的教学环境。

（四）体验式教学有助于强化情感体验

美术课程的核心在于引导学生感受美、体验美并创造美，但

传统课程教学主要以感受美与模仿美为主，无法让学生真正体验

和创造美。但体验式教学注重学生的自我感知与情感表达，可以

让学生从情境体验、活动体验以及情感体验中总结规律，并按照

自身的想法和思路完成情感表达和美学创作，从而达到更好的学

习效果。

三、新课标下体验式教学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开发多元教学形式，关注学生情感体验

在新课标背景下，初中美术教学应依据学生学习兴趣与能力

结合课程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策略，以此丰富课堂形式，增强学

生的学习体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选择多元化的辅助资源，

甚至可以通过跨学科融合的方式，强化学生的审美体验与实践体

验，以此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具体来说，教师可以在美术活动

教学中引入多学科知识，通过美术课程与社会、自然、生活、语文、

音乐等其他方向内容的整合，促进学生的综合素养发展。

例如在“峥嵘岁月——美术中的历史”这一单元教学中，教

师即可将美术课程与历史课程相结合，并借助多元教学方法展开

体验式教学。首先，教师应利用情境创设强化学生情感体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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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可以利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新中国成立时天安门广场的纪录片，

同时结合董希文创作的著名油画《开国大典》，引导学生从美术

作品中了解革命历史和峥嵘岁月，以此强化学生的革命精神与传

承意识。其次，教师应利用跨学科活动提升学生的参与体验。比

如可以组织学生开展讨论活动，结合学生的历史学习经验，分享

自己了解的革命历史片段或伟大事件，如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前的

呐喊、杨靖宇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中与日寇周旋的一幕、刘胡兰

宁死不屈的眼神等，通过学生讨论活动，找出革命历史中的“名

场面”，并让学生在脑海中建立相应的画面。最后，教师需要利

用绘画活动强化学生的实践体验。比如可以组织学生开展“革命

名场面”主题绘画，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最关注的革命人物或事件，

并选择最值得传颂其革命精神的一瞬间，通过素描、水彩等不同

方式进行描绘和表达。甚至教师还可以在此之后组织“红色美术

作品展”活动，分别展现学生的作品，并让学生主动讲解自己的

创作意图和理念，从而在强化学生体验的同时，达到爱国主义教

育与革命文化教育的目的。

（二）融合学生日常生活，强化学生自主体验

在初中美术教学中，体验式教学必须坚持以生为本的基本原

则，即必须通过学生视角切入相关情境、案例与活动，才能让学

生收获相应的体验与感受，进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对此，教

师可以在美术教学中引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内容，并结合学生感兴

趣的游戏、角色扮演等教学形式，提高学生的参与兴趣和学习动机。

例如在“时代乐章——线与色的造型”这一单元教学中，教

师可以从学生现实生活入手增强其课程体验。首先，教师应在课

前为学生布置预习任务，要求学生从自己家周边寻找城市中具有

名片性质的地标或彰显城市美的风景，并用手机进行拍照，将照

片上传至班级群中。教师需要在课前将学生的照片编号、打印、

裁剪，制作为简单的拼图。其次，在课上教学时，教师可以优先

组织学生分享自己家周边的美景，而后将学生拍摄照片制作的拼

图发放给学生，由此通过拼图游戏展开教学活动。当学生完成拼

图后，教师则要进行提问，比如“你是如何判断拼图之间的位置

关系的”“拼图连接中可以参考的因素有哪些”等，并结合学生

回答引出线条与色彩两个关键美术要素，通过为学生解释线条与

色彩，启发学生对“造型”有一定理解，并深化学生对“城市名片”

的体验认知。最后，为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实践体验，教师还可以

组织学生参观线上城市美术展览活动，比如了解城市的地标建筑、

园林风景、科技成果、自然风光等。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组织学

生外出实践，通过参与社区美术活动、近距离观察民间文化作品

和民间艺人创作活动等方式，为学生留下更深刻的学习体验与美

术印象。

（三）把握学生心理特征，激发学生艺术表达

美术课程不仅要强化学生的绘画技能与审美思维，更要关注

学生的人格发展，并由此培养健康、高尚、文明的兴趣结构，以

此提升学生的思想品格，并能够在美术创作中表达美、传递美，

实现正能量与价值观的交融。在体验式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情

感教育的方式，关注学生的心理变化与情绪起伏，引发学生情感

与美术作品或艺术创作活动之间的深层共鸣。

例如在“运动之美——视觉传达设计”这一课中，首先，教

师可以结合我国冬奥会的标志、吉祥物以及奖牌作为教学案例，

一方面通过图片展示这些视觉设计作品，引导学生结合主观意识

进行简单分析，提出其设计思路和表达意图。另一方面，教师可

以结合相关设计人员的采访或介绍视频，从作者视角解读起视觉

传达设计的意图和内涵，让学生认识到设计创作与个人情感表达

之间的深层联系。其次，教师则可以创建学校运动会情境，引导

学生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分别扮演学校运动会的组织方与承接

视觉传达设计工作的设计人员。其中组织方需要提出此次运动会

的主题和设计诉求，设计师则要根据其诉求完成相应的作品。在

此过程中，教师还要关注并引发学生的情感变化，能够从情感层

面深化学生对运动会活动的理解，进而通过标志、吉祥物以及奖

牌设计，展现学生对运动之美的理解和体验。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课程标准改革背景下，体验式教学在初中美

术教学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针对现阶段初中美术课程的教学

现状与问题，教师应采用开发多元教学形式、关注学生情感体验、

融合学生日常生活、强化学生自主体验、把握学生心理特征、激

发学生艺术表达等策略手段，为学生构建情感丰富、体验真切的

学习环境，促进学生核心素养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莹 . 体验式教学在初中美术课程中的应用探究 [D]. 天津

师范大学，2023.

[2] 邓建平 . 体验式学习在初中美术课堂教学中的实践探究 [J].

语文课内外，2022（20）：196-198.

[3] 王梦圆 , 金弘大 . 初中美术课堂应用体验式教学的策略分

析 [J]. 美术教育研究，2022（16）：159-161.

[4] 李欣欣 . 体验式学习在初中美术课堂教学中的实践分析 [J].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	科研，2021（9）：0104-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