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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术教育中的培养自信与张扬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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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教无定法
” ,

新课改实施过程 中
,

教 师是课改实践者
,

又是课改主体
。

树立以学生为本

的课程观
,

根据教材不同的内容
,

采取不同的教法
,

体现其灵活性
、

多样性
、

过程性和实践性
,

建立学

生 自信
。 “

学无定法
” ,

培养美术课的开放性
、

选择性
、

自主性
,

张扬学生个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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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课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一门必修课
,

美术

教育不但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

而且对学生的观

察力
、

想象力
、

创造力的培养和发展都有非常大

的作用
。

近几年来我们国家也非常重视美术教

育
,

许多学校在硬件和软件上狠下功夫
,

取得了

不少教学成果
,

但也存在不少 问题
。

有一则这样

的事例
:
一位国 内重点小学 的学生

,

移民到美

国
,

上第一节美术课
,

教师要求他们画一颗圣诞

树
,

这位中国小朋友的画技让美国教师和小朋友

都很惊叹
,

因为他画得太像了
,

跟墙上贴的一模

一样
。

可是当教师要求他 自己创作一幅时
,

这位

小朋友却搞了半天也无从下笔
。

这位同学的美术

水平在国内学校算比较可 以
。

人家评价我们
“

中

国小朋友 临摹能力强
,

但创造能力差
。 ”

其原

因
,

一是社会因素
:
人们习惯以

’ `

像不像
”

来评

价孩子一幅画的好坏
,

而忽略了孩子的身心发展

和认知事物的关系
。

只要求孩子们画得
“

像
” ,

忽略了对孩子各种能力的培养
,

也扼杀了孩子们

的自信心和创造力
。

二是教学问题
:
许多教师上

美术课
,

因缺乏资料
,

或图省事只教学生 临摹作

品
。

还有家长过早给孩子买来临摹的画册
,

局限

了学生的思维发展
。

事实上
,

美术课应该从 目标
、

内容
、

过程
、

方法
、

结果等方面都体现出学生地位的自主性或

他们的
“

自治自由
” ; 换句话说

,

在美术课中
,

“

学生在活动过程中
,

自始至终是 自觉主动的行

为者
,

而不是教师的追随者
” ,

他们充分发挥了

作为审美主体应有的能动性与创造性
。

审美主体

具有能动性
,

就可依 自己 已有 的审美经验
、

美术

基础
,

在教学内容中主动地探索
、

创造画法
,

对

它们或吸收
,

或排斥
,

或改造
,

藉此实现 自身审

美经验
、

美术能力的重建与改造
。

审美主体具有

创造性
,

学生对于美术活动的具体设计
、

展开
、

实施乃至评价等都具有较大的独立性
、

自主性
,

进而有利于他们能开创性地支配和调节美术课的

展开 ; 同时
,

应该培养美术课的开放性
、

选择

性
、

自主性
,

学习思维活跃
,

方式方法灵活多

样
,

易于学生个性化的 自由创造
。

当我们欣赏和学习凡
·

高作品 《自画像 》
、

《向日葵》
,

这个并没受过严格科班训 练的大

师
,

以及毕加索作品 《哭泣的女人》
、

《格尔尼

卡》
,

这个受过严格科班训练的大师
,

他们笔下

的造型与笔触中
,

那种毫无拘谨的 自由与任性
,

不断激起笔者的思考
,

为什么我们的教学不能像

凡高
、

毕加索那样注重激情
,

注重感觉
,

直捕颜

色
,

直抒胸怀
,

重色重情 ? 笔者以为教师不应将

公式化的造 型与表现方法强加学生
,

而应 当了

解
、

保护学生的个性
、

以
“

法无定法
”

的教学策

略鼓励学生在
“

独立性
、

自主性
”

学习 中建立 自

信
,

呈现个性张扬
。

“

法无定法
” ,

即在新课程标准中改变原有

的观念
、

意识和 审美尺度
,

实现教与学的多元化

和灵活性
。

模式化和程式化教学将不再成为约束

情感宣泄与审美感觉的框架
。

培养主动与自信对

造型基础和表现能力较差的学生来说尤为重要
,

教学中看似放开与 自由的
“

乱画
” ,

实则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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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培养学生们进行美术课训练时
,

是以
“

感

性
”

为先
,

还是 以
“

理性
”

为先的主 旨
。

这种方

法虽看似
“

无法
” ,

却能激发学生的 自信与培养

敏锐的
“

感觉
”

与
“

印象
” 。 “

无法
”

则在这种

培养中
,

起到一种重要 的推动作用
。 “

无法
” ,

首先帮助学生建立的是自信
。

只有 自信才敢于下

笔
,

敢于表现自己的
“

印象
”

与
“

感觉
” 。

为了

表现出 自己的
“

印象
”

与
“

感觉
” ,

就应该敢于

不择手段
,

不拘泥于细节
。 “

无法
”

实则是一种
“

有法
”

的表现
,

是一种强调
“

无法
”

与有方法

步骤的
“

理 由
”

结合起来的方法
。

学生 的绘画素

质和能力
,

将会产生快速的飞跃和呈现个性的特

质
,

这恐怕是我们艺术教育应该培养的目标
。

对

学生解除
“
画画真难

”

的困惑更是一味良药
,

能

使学生们及早地进人绘画感觉的世界 中去
,

符合

艺术人才的培养规律
。

“

教无定法 ,’} 培养学生 自信
。

依样画葫芦按

部就班的教法已成为历史
,

而现代教学中更提倡因

地制宜
、

因材施教
,

课堂教学结构的多元化
,

根据

课程的类型
、

教材内容
、

组织形式
、

学生的实际情

况和环境
、

地区等变化
,

合理安排课堂结构
,

并在

实际操作中灵活掌握和运用
,

即完成一节课所需要

完成的各项任务
,

也要在内容之间巧妙转换
,

体现

教学的连贯性
。

教师本身要有创新性思维
,

要思路

活跃
、

方法新颖
,

学生感到有兴趣
,

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
,

才能引起学生积极思维
,

取得好的教学效

果
,

使学生主动地学习知识
,

关键是教给学生学习

的方法和策略
,

使学生逐步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
,

培养学生 的观察
、

比较
、

分析
、

综合
、

想象
、

概

括
、

动手等能力
,

逐步掌握学习方法
,

使学生真正

成为学习的主人
。

在学习中
,

怎样培养学生的
“

自

信
”

? 实际上
,

培养学生
“

自信
” ,

对教师则提出

了更严
、

更高的要求
。

因为建立 自信并非
“

一 日之

功
” ,

首先要改变观念与意识
。

通过欣赏和分析凡

高
、

毕加索和当代艺术家的一些作品
,

建立了学生

自信思考的第一步
, “

大师们敢这样画
,

我为什么

不敢
” ,

就在于改变原有的观念
、

意识与眼界的审

美尺度
。

画得象不象
,

专不专业
,

已不能作为教师

整体评价学生的标准
。

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
,

主动

与自信就可以建立起来
。

自信
,

是所有学有所成的

人的一种优良品质
。

毕加索
、

马蒂斯
、

蒙克
、

蒙德

里安
、

康定斯基
、

弗洛伊德之所以能成为继往开来

的大师
,

就在于他们看似
“

自由与任性
”

的过程

中
,

在艺术创新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开拓自我
、

建立

自我的信念与卓识
。

当然
,

这种信念是在
“

自由与

任性
”

中的反复体验与领悟中建立的
,

是不同于前

人
、

别人而形成的绘画风貌
。

“

学无定法
” ,

张扬学生个性
。

适当降低难

度
,

保持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

开发学生的创造能

力
、

动手能力
、

审美能力等等方面
。

表现方法尝试

与训练中的步骤与方法
,

是学生登堂人室的第一

步
,

但如果在规范的步骤与方法中
,

失掉自我感

受
,

只能这样不能那样画的教学指导
,

教学就不能

看作是一种成功
。

生活中许多学琴的孩子
,

为什么

失掉兴趣
,

而恨不得把琴都砸了
。

同样
,

比如老师

布置暑假作业时
,

要求每个学生分别练完一本大字

和小字
,

只限于量的要求
,

而不在乎质和个性化倾

向
,

结果适得其反
。

其重要原因在于开始阶段过死

和无趣味性的严格要求
,

使学习者失掉了一定的 自

由和开创性的发挥
。

练习中
,

如何让学生快速地真

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

由浅入深
” ,

不拘泥于细节
、

形体和所谓的步骤
,

而是快速地捕捉
“

印象
”

和
“

感觉
”

这一表现特征
,

并在画面上呈现出来
。

这

种方法虽有点无拘无束
,

却能激发学生培养敏锐的
“

感觉
”

与
“

个性
” 。 “

自由与任性
”

则在这种

培养中
,

起到一种重要的推动作用
。

让学生们敢于

下笔
,

敢于表现自己的
“

理解
”

与
“

感觉
” 。

美术教学中通过师生的双向活动
,

充分发挥学

生作为主体的学习积极性
、

能动性
,

激发其探索精

神
、

创造思维和想象力
,

鼓励学生勇于创新
,

充分

发展创新精神的创造力
,

创造性的完成作业
,

增强

其创造性人格
。

由于学生的个性差异
,

在知识的理解与表现上

会有一定差异
,

我们不能用成人的眼光去看学生的

美术作品
,

更不能用
“

画的像与不像
”

来衡量学生

的作品
。

在教学中
,

画的特别好的学生
,

最大的期

望莫过于得到教师恰如其分地评价和鼓励 ; 某些技

法差的学生
,

最害怕的莫过于受到教师的挖苦和冷

遇
。

遇到上述情况
,

正确的做法应是
:
该表扬时

,

就实事求是地给予表扬
,

并提出新的期望
,

鼓励其

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 画的差的
,

要发现他的
“

闪光

点
” ,

表扬其
“

想法好
” 、 “

用色大胆
”

等等
,

去

鼓励学生进行大胆的创作
,

从而激发其学习积极

性
。

以勉励的口气布置任务
,

可以充分利用人的 自

尊心和荣誉感
,

使其潜在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

挥
。

生硬的命令
,

一开始就剥夺了学生的主动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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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
,

降低了他们的活动热情
。

如教师布置学生

画画时
: “

你们必须给我把颜色涂均匀
,

涂不均匀

的要罚重画 !
”

学生听了心里不舒服
,

带着顾虑练

习
,

效果肯定不会好
。

如果换成勉励式布置
: “

同

学们要大胆地画
,

只要认真
,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画

好
。 ”

这种实用性的话语
,

同学们听了不但乐意去

画
,

而且练习时没有心理负担
,

作品效果肯定比前

者要好
。

使其个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张扬
。

随着新思想的不断涌现
,

提倡学生是学习的主

体
,

发挥学生的自我能动性
,

同时教师要面向全体

学生树立全新的教育观
。

使美术教育真正做到面向

全体学生
,

为学生学会做人
、

学会求知
、

学会劳

动
、

学会生存
、

学会健体
、

学会审美打下坚实的基

础
,

培养学生热爱祖国
、

热爱家乡
,

逐步形成良好

的世界观
、

人生观和价值观
,

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

和生活方式
,

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
。

课

后反思的设入是要我们在上完一节课后
,

坐下来进

行总结
、

探讨积累教育教学经验的好途径
。

当然
,

美术教育改革还任重道远
,

为了下一代
,

为了社会

的进步和需要
,

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我们要为之不懈

地去努力
、

探索
,

传统教学模式也将随着时间的推

移被新生事物所代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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