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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提问技巧在中学美术教学中的应用
周　涛

（ 湖南湘江新区思沁学校，湖南 长沙 410005）

摘要：在这十多年的教育发展中，中学美术的教学理念也在慢慢发生改变，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堂管理以及新课改所号召的课

堂提问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提问作为中学美术课堂环节重要的教学方式，所面临的变化压力也是在逐步上升。如果美术课堂的提问不能给

新时代的被教育者建立具有独立性的思考习惯和提升积极的审美意识，那么对于被教育者的未来发展以及整个国家的美术教育发展都会埋

下一定的隐患。因此通过改善中学美术课堂的提问方式是中学美术教育改革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本文从中学美术教学课堂的发展现状出发，指出了目前课堂普遍存在的美术课堂教学存在仅注重情景单方面讲解教学方式、学生在

课堂上的学习积极性参差不齐、课堂提问与学生的观察表达存在错位和部分教师将提问视为惩罚学生的手段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

善现有的提问方式、妥善应用候答时间、采用选择性提问和积极应对学生的不同回答的等等有效提问课堂应用策略，希望可以从一定程度

上为一线教师在教学提问的设置上提供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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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学美术课堂提问现状及分析

1.1 中学美术课堂提问现状

1.1.1 学校层面

近几年来，美术教育受到了各个教育机构的高度重视，大力

投资美术器材。但是大多数学校美术器材相对不那么先进，甚至

还需要学生自己准备一些材料。美术是艺术它们必须借助一部分

工具才可以达到视觉的最佳效果。有些时候需要准备的材料非常

的繁琐，再加上学生的经济差以不同很可能导致无材料上课，那

么学生只能翻阅一些书籍教材来欣赏一些美图，这样的课程达不

到美术教学的标准。

美术课的内容极其的丰富，一共有四个领域，这四个领域分

别是：造型表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综合探索。通过教师的

努力研究探索，针对不同的美术课程采用相应教育手段和方式，

方可实现美术课程的丰富内容和内容优化且高校教学。所以积极

建立和谐的教学关系。

1.1.2 教师层面

在当代这个兼容并茂的大社会，美术教育也深受人们以及家

长的欢迎来，也变得重要起来了。但是在美术教育中老师更加注

重内容形式的变化，并没有去深挖根源问题，大多数老师的观念

陈旧腐朽，这就会出现一些局面。

比如说教学方法还处在传统阶段停滞不前，在很多中学美术

教育培养更多的技法训练，而不是落实到培养学生能力的方面，

只为了应付了事，会出先“照葫芦画瓢”的情况，另外在经济落

后的城市更加严重，美术学授课最重要的思想是了解什么是美，

而不是哗众取宠。

美术学作为副科依然不会被重视，总会听到老师给学生灌输

高考高分才有出路的思想，在中学时期的学生本来就抱着一颗好

奇的心来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然而一些教师却把这样的思想扼

杀在摇篮里了。

1.1.3 学生层面

中学生的思维比较活跃，当他们在被问到比较有难度的问题

时，通过大量的思考后往往会给出更好的答案，目前中学课堂的

提问难度相对于新时代中学生的认知水平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对于中学的美术教育来说，美术课程的主要要求是尽量提升

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美术课堂提问的重点应该更多注重

学生的个性和创新进行培养，中学阶段的学生对于新事物都抱有

一颗好奇心，如果可以激发学生的探索新事物的动力，才可以做

到真正的因材施教、因势利导。

1.2 中学美术课堂提问存在的问题

1.2.1 教师教学的方法存在科学性问题

中学美术教师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于对于美术技能技巧的传授

存在缺失；易忽略情景教学中有效提问的细节因素，提问学生的

问题种类过于单一、缺乏对候答时间的利用、提问对象的选择存

在一定的偏袒、对于学生回答的评价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并且目

前很多教师采用的情景化教学表面上是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但

是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应用的效果，反而在需要委婉引导的地方过

于直来直去、在答案单一的问题上存在“猜谜语”的情况，对课

堂教学效果反而存在负面的影响。

1.2.2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存在较大差异

有些美术教师喜欢在课堂上指定分组来引导学生对画作或者

课堂内容进行讨论。学生对于美术学习的积极性存在差异主要变

现在在课堂活动或者讨论上存在学习兴趣不强的情况，有的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和他人合作不积极，或是在课堂上没有认真进行美

术鉴赏的活动而是转而将美术课作为放松时间和休息时间来看待，

对于课堂内容并不专心；有的学生对于美术鉴赏的学习欲望较强，

但是奈何同组同学的学习欲望并不高，整体学习氛围便出现了“垮

台”的情况，并没有达到分组讨论的最初目的。

1.2.3 美术课堂提问与学生表达的错位

美术这门学科对于“视觉”的要求很高，但是从“视觉”上

的接受到用语言具体表达出自身的感受便是一种比较复杂的行为。

学生限于目前的认知水平并不能很好地表达出自己观察到的

特征以及特点，对于掌握事物本质的能力尚有欠缺。但是从美术

这一学科本身出发，审美本身就是包含着众多复杂因素的一种行

为，所以想要使得学生们都有统一的标准化的审美能力是不现实

的，教师应该更注重教授学生对于美的捕捉以及在此基础上迸发

出的自己的理解应该如何表达。

总而言之，学科的特殊性以及观察的不确定性使得美术教育

者需要在知识性和理解性的提问问题上加强其清晰度，在开放性

的问题上灵活多变地评价与应对学生的回答。

1.2.4 教师将提问视为惩罚学生的手段

在中学美术课堂上经常会出现学生因为精神不集中到课堂教

学中或是出现较轻、较重的纪律问题，教师发现之后便会通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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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的方式来“惩罚”学生，没有认真听讲的学生答不出问题只能

哑口无言的被迫罚站。这种以课堂提问作为惩罚学生的手段我们

并不陌生。但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上来讲，教师采用这种方式来

惩罚学生会使得学生从潜意识中认为“提问”等于“惩罚”，久

而久之便会对提问避讳不及。一方面影响了学生对于美术学科的

学习热情和学习态度，另一方面也阻碍了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

1.3 提问现状分析

    在中学美术课堂上，教师本不应该以一种一成不变的方式

去教导学生，综上所述，教师应该以学生的接受能力为准，把学

生的好奇心与兴趣爱好融为一体去开发他们的能力。作为老师，

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大力发展他们的潜力；作为学生，应该在课

堂上养成一种不懂就问而且不怕问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解决根本上的问题。教师和学生都应该正视课堂提问的方式，它

是一种促使自己成长进步的桥梁，而不是惩罚学生上课回答不积

极、上课走神被迫罚站的手段。因此，掌握解决中学美术课堂上

存在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二、中学美术课堂有效提问的应用

2.1 改善现有的提问方式

发问环节是问题设计在课堂上的实际呈现，要使设计好的问

题设计在实际课堂中能够恰当的展现出来，就需要教师好好把控

住发问这一环节。

课堂 45 分钟，很难有学生能全堂集中注意力。为了保证提问

的有效性，在发问之前教师应该通过恰当方式将学生“拉”回来，

如拍手提醒“大家注意了”、提高音量、走到课堂中间环顾学生

等方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提出问题之前让学生集中注意力

听清楚问题，避免因为走神听不到问题而影响提问。

课堂时间短暂而宝贵，为最大程度实现提问的有效性，教师

应注意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简洁性和趣味性。一定要注意问题的

针对性和语言的准确性，让学生明确知道教师提出的问题到底是

什么。这样学生才能够进行有针对性的思考，避免出现学生因听

不清问题或问题范围过大而妨碍思考的现象。且问题不要过于深

奥、晦涩难懂。否则学生仅在理解题目这个环节就会浪费大把时间，

而不能真正的着眼于问题本身。这样一来，课堂的时间浪费了不

少却没有真正达到提问的目的。

【案例】

例如这幅意大利艺术家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

晚餐》，对于画面内容如此丰富的画作，我们便有了很多的设问

角度。

从画面结构的角度上来讲可以提问“桌子放置的位置在画面

中的比例是怎样的呢？”“窗和门的分布与位置在画面的结构中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从人物的动作与表情中可以提问“为什么这个门徒单指指天

呢？他是想对耶稣表达什么呢？”“为什么门徒们如此激动，而

耶稣却摊开双手表情淡然呢？”

通过限定提问的方面和范围来引导学生将一副画作分为一个

一个的模块来进行解读，从基础的画面结构到画面中人物的动作

神态。一步步引导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可以指定学生来根

据画作模仿画中人的神态与动作，再让他们表达自己对于自己扮

演的角色的理解。在接受到扮演的“任务”后，学生的“观察”

和“感受”都会不自觉的认真起来，通过简单的互动也可以活跃

起课堂的氛围。

当引导性的提问和情景互动结束以后，课堂中学生的注意力

便会逐渐回拢，教师便可以开始将记忆性的知识进行讲述，例如

构图采用的平行透视法、中心焦点的位置、图中明暗的变化以及

当时类卡斯塔尼奥的作品在文艺复兴的变化，还有此画中体现出

的人文主义的特点。                   

在此前的基础上，还应注意问题的趣味性，语言风趣幽默的

教师往往会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也可以引起学生对于课堂的兴趣。

此处可以穿插讲一些圣经中的故事和对其中人物进行简单的介绍，

在提高学生审美素质的同时还可以扩展学生的知识面。

2.2 候答时间的妥善应用

候答时间的含义就是教师在提出问题之后留给同学们的思考

时间，教师提出问题后要给学生留出适当的候答时间。

【案例】例如在实习期间去听在校老师的上课期间，注意到

了他们在候答时间是怎么妥善运用时间的，令我最深刻的一次就

是去听王老师的课程，他在给初一的学生讲课板书的时候为了有

效导入这堂课所要讲的重点，提出问题让学生们去思考，在他们

思考的时候王老师会在黑板上写上关键词，在背对着学生的时候，

我被他的一举一动惟妙惟肖的行为所感染，因为即使是在这个时

候，他还是会提出下面的问题让学生继续顺着课程往下走，非常

妥善的运用了课堂宝贵的四十分钟，既节省了时间，也让学生学

到了该学到的知识。

2.3 采用灵活的选择性提问

   在采用灵活的选择性提问的时候，要掌握好一个度，在这个

幅度中去进行选择性的提问与解答，灵活的选择性提问则会事半

功倍。

【案例】在中学阶段，有一位美术老师进入了课堂，黑板上

贴出来一个又像香蕉又像小狗的图片，课程一开始，就向学生提

出问题：有哪位同学可以举手发言一下这个图片我想带给同学们

什么样的问题让你们思考呢？下面学生纷纷举起他们的小手，同

时脸上也洋溢着想让老师提问他们的心情。然而教师却说接下来

要提问几个没有举手的同学起来回答问题。不料，同学们纷纷都

把自己的头埋下去，眼神也不敢跟老师的眼神对视。

   在我认为，有些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自身条件去提问，并且

有效的解决他们存在的问题，而不是采用这种以一概全的方式去

评判任何一位学生，学生的智力跟层次是参差不齐的，要让他们

学有所得，有收获成功的喜悦之情，要抓住他们的盲点去引导开

发新的大陆，也不要以为他们没有回答上来你所提出的问题而觉

得是在浪费时间，教师只是在发现并且不断摸索解决他们的问题

中。所以在此机会上，应该抓住主要去解决次要，并且不断地去

开发学生的潜力，提高他们对学习的激情和兴趣。

三、 结论

“有效提问”这个话题的研究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诸多学

者也研究多时。为了节约教学时间，部分美术教师采用提出宽泛

问题，最后统一公布教材上的标准答案的方法，有些美术教师更

注重对于记忆性知识的传授而忽略对于“观察”和感受的重视。

有的美术教师更注重于现代化技术的应用以及美术教学场景的设

置中，探讨的内容有浅有深、探讨的方面也各有不同。

参考文献

[1] 罗睿 . 浅析有效提问在初中美术欣赏课中的应用 [J]. 中学

生作文指导 , 2019(10):4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