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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媒体环境下的中小学美术教育改革的思考与实践研究
王涛

成都师范学院，四川 宜宾 644400

摘要：为了促进中小学美术教育在数字新媒体环境之下的顺利改革和推进，本文首先分析数字新媒体环境对于中小学美术教育所
产生的具体影响，进一步探索在教育过程中所存在的关键和急切的问题，最终有针对性的提出中小学美术教育改革实践的可靠路径，
包括更新教学理念、整合优化教学资源、提升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完善评价体系等，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为中小学美术教
育改革目标的实现提供重要参考，充分发挥数字新媒体领域相关工具的作用，展现出全方位、综合性育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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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如今，我国步入经济发展时代，也是科技
进步的重要阶段，同时伴随着基础教育的光速发
展。艺术类教育作为学校基础课程的重要基础课
程，现阶段中我国的中小学美术课程还存在些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细小问题，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工
作者，要勇于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模式，推陈
出新，激发小学生群体心底的情感与属于他们那
个年龄的创造力，创造新模式的内容与讲课方式，
促进学生美术思维的突破 [1]。在 21 世纪的数字
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多元课程材料丰富
了小学生的眼界，引发了当代学生对于美术的向
往。本文探索数字新媒体环境下的中小学美术教
育改革路径。

一、数字新媒体环境对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影
响

（一）丰富教学资源
传统中小学美术教学中所使用的资源更多局

限于教材以及实物作品，还有幻灯片等，但数字
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则让教学资源得到了很大程度

的丰富，在网络上有着海量的高清艺术图片、视
频教程以及虚拟美术馆等资源，可以为教师和学
生的使用提供方便，比如说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展
示世界各地著名博物馆的藏品图像，学生可以足
不出户欣赏到经典的艺术作品，促使学生的艺术
视野得到拓展，对于艺术的认知更加丰富 [2]。同
样，数字绘画软件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画笔以及
颜色，展现出不同材质的直观效果，对于学生来
说，他们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尝试不同的绘画风
格以及表现的手法，帮助实现学生灵感的激发以
及美术素养的形成。

（二）创新教学方式
数字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多种创新教学

方式形成，比如说借助于互动式教学软件，教师
就可以设计出有趣的美术知识问答、绘画技巧练
习等不同的环节，为学生带来更高的课堂参与度，
包括虚拟现实技术以及增强现实技术，都将平面
的美术作品转化为了立体化、可交互的虚拟场景，
给了学生直观感受艺术作品魅力的环境 [3]。在线
教育平台打破了时空界限，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学
习美术课程，也能和其他的学生以及教师展开深
度的交流互动，实现个性化学习的任务目标。

（稿件编号：EHE-25-1-1005）

作者简介：王涛（1999-），男，汉族，籍贯：四川宜宾，本科，研究方向：美术学，油画教学。



19

2025 年，第一期，高等教育探索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三）改变学生学习体验
数字新媒体背景下开展的美术学习对于学生

来说会更加生动有趣和形象，学生利用数字设备
轻松的就能完成绘画以及设计和创作，能快速的
看到最终的效果，结合实际需求来对其做出及时
调整。比如说学生可以用平板电脑进行绘画，在
平板上进行随意完成撤销和修改，尝试不同的颜
色搭配以及构图方式，这样的途径让教学的难度
降低，门槛下降。此外，学生还可以用网络来分
享自己的作品，从中获得更多的反馈认可，形成
高度的学习自信，获得更高的成就体验。

二、当前中小学美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理念滞后
部分中小学开设的美术课堂中，教师可能仍

会用到传统的教学理念，更加注重于绘画技巧的
传输，将美术课等同于绘画课，认为学生掌握素
描或色彩这些技巧就达到了美术教学的任务和要
求，这种教学理念实际上没有重视学生的多元美
术素养的发展，特别是忽视了学生审美能力的形
成、创造力的激发，以及创新思维的构建。教学
过程中教师关注自我中心地位，将知识一箩筐的
灌输给学生，并没有为学生提供自主思考以及深
度探究的机会 [4]。比如在欣赏课上，教师可能只
是简单介绍了一下作品的作者创作风格和艺术背
景，之后让学生死记硬背，却并没引导学生深入
体会作品传达出的意境情感，也没有鼓励学生发
表自己对于作品的独特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就
束缚了学生的思维，导致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受
阻。

（二）教学资源利用不足
虽然数字新媒体技术为中小学美术教学工作

的开展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资源，但在具体教学过
程中这些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一方面是
教师对于数字新媒体资源的了解本身比较局限，
不知道该如何获取这些优质资源，他们习惯于传
统的教材教具，开展教学工作的内容形式单一 [5]。
比如说讲解某个艺术流派时，仅仅按照课程教材
上所展示的文字和图片进行生硬的讲解，没有结
合网络上丰富的视频资料以及纪录片资源，致使
学生对于艺术流派的发展历程理解较为单一，对
艺术特色的把握不足。另一方面是学校涉及到教
学资源建设以及资源整合方面存在很大的提升空
间，一些学校缺乏把行之有效的数字化教学资源
库，配备的网络设施较为落后，因此教师在教学
时就很难获取所需要的资源，还有就是学校为教
师提供的数字教学资源使用支持力度不足，教师
面对新的技术时就会感觉到无所适从，无法发挥
现代数字新媒体工具的重要作用。

（三）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欠缺
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中，应用数字新媒体技术

需要教师本人有信息技术能力，善于挖掘信息技
术工具的应用方式，但是部分中小学美术教师存
在着这方面的不足，学校对教师提供的信息技术
培训机会较少，涉及到互动式教学软件以及数字

绘画软件和在校教育平台等，教师缺乏熟练的操
作和细节的处理。例如虽然一些教师知道在教学
工作中能够应用数字绘画软件，但是对于具体的
功能以及使用操作的方法则知之甚少，因此也难
以在课堂上为学生提供正确有效的指导，帮助学
生完成数字绘画创作任务。在教师使用互动式教
学软件时，由于操作的不熟练就可能会出现软件
故障或无法正常完成互动环节，影响了教学效果。
此外，教师对于信息技术以及美术教学融合方面
的教学设计能力有待于提高，教师可能不知道该
怎样结合教学目标以及学生特点选择应用数字新
媒体技术，最终设计出富有吸引力的教学方案。

（四）评价体系不完善
中小学美术教育工作开展的实际成效需要通

过评价体系的建立来获取，但当前评价体系存在
着诸多不完善之处，表现为评价体系更关注于学
生学习成果，也就是作品展示方面的评价，包括
学生所掌握的绘画技巧以及构图的合理性，却忽
视了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的综合素质表现，例如
对学生真的绘画作品进行评价时，可能教师关注
的只是表面意义上的线条是否流畅、色彩是否鲜
艳、配色是否舒适，却忽视了学生的创意表达以
及思考过程，还有学习态度，这就会导致学生追
求最终的作品形式美，忽视了美术学习的本质，
也就是要培养创造力以及审美素养。另外则是教
学评价所选择的方式具有单一性，大多情况下由
教师单一主体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估，却缺
乏学生互评以及自评、乃至于家长评价等多元评
价环节，这导致最终评价结果太过于主观和片面，
难以完整反映出一个学生的学习表现。评价过程
更看重于终结性评价，在课程完成之后，通过学
生的作品来获得一次性评价，却忽视了过程性评
价。比如说涉及到某个绘画项目的学习时，学生
在草图绘制、创意构思等阶段所付出的努力和进
步无法得到及时的反馈，这就会导致学生对于学
习策略的调整不及时，学生的学习效果难以明显
提高。

三、数字新媒体环境下的中小学美术教育改
革实践路径

（一）更新教学理念
在当前数字新媒体环境下，中小学的美术教

学理念急需更新，作为教育工作者必须要践行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关注学生的核心素养以及
学生的能力提升 [6]。比如说在讲解《中国传统工
笔画》知识内容时，教师不能再单纯示范绘画的
步骤，而是要引导学生先登录数字博物馆或艺术
文化类 APP 这些媒体平台，欣赏大量的经典工笔
画作品，例如可以欣赏《清明上河图》的高清数
字版资源，让学生感受细腻的笔触、丰富的色彩
层次以及精妙绝伦的构图。之后教师设计项目式
学习的任务，要求学生以《传承与创新工笔画》
作为主题，分组完成绘画创作，其中有一些小组
可能将校园生活作为题材，用工笔画配合上线代
元素，绘制穿着现代校服的学生，游戏画面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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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校园建筑；有的小组可能会将环保作为主
题，用工笔画展现出大自然的美景以及遭受污染
的场景。这样学生就实现了分工协作，需要学生
自主完成创作思路的讨论，完成草图的绘制到最
终的成稿，体现出了自主探究和创新精神，也帮
助学生掌握了工笔画的知识技能，促进了学生综
合素养提升。

（二）整合与优化教学资源
数字新媒体环境下，学校和教师需要承担资

源整合优化的重要职责，一方面需要打造出学校
内部的数字美术教学资源库，例如西方油画教学
中就可以从众多的艺术网站筛选梵高等画家的高
清油画作品，以及艺术评论家对于他们作品的深
度解析。美术教学资源库可以划分印象派、现代
派等不同的流派，也可以体现不同时期的艺术作
品。另一方面需要教师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对资
源进行选用和渗透，比如在讲解立体派艺术知识
时，可以先播放一段毕加索创作《格尔尼卡》纪
录片的片段，让学生感受到画家是怎样将物体进
行解构、重构的，在课堂上进一步借助于电子白
板展示作品的局部放大图，引导学生观察色彩的
使用、线条的塑造、形状的构建，同时鼓励师生
共同完成数字美术作品的创造任务，例如师生共
同完成用数字绘画软件创作抽象画作品的任务，
其中渗透各自对于情感和音乐等的理解，并将完
成的优秀作品纳入到学校的资源库中，作为后续
教学工作中可用的资源内容，也促进了师生之间
的深入互动和紧密关联。

（三）提升教师信息技术能力
中小学阶段开展美术教育工作需要学校为教

师提供专业而深入的信息技术能力培训，比如在
涉及到数字绘画软件培训时，可以指导教师如何
运用 PS 软件来完成绘画操作，包括图层的处理
以及色彩的调整等内容，学习怎样利用滤镜创造
出独特的效果，模拟不同绘画材质的质感，教师
学会这些知识之后，就可以利用 PS 软件来对学
生的素描作品做局部的修改和示范，通过调整明
暗对比极线条粗细，帮助学生更加直观的理解素
描技巧。而涉及到互动式教学软件的应用培训时，
教师可以利用开 Kahoot 这类互动软件。涉及到
色彩理论教学时可以创建和色彩搭配相关联的问
答知识游戏，让学生在各种移动终端参与答题，
系统可以及时反馈答题的结果以及学生的排名，
极大程度提高学生的参与度。针对于虚拟现实技
术和增强现实技术在美术教学中的应用培训，主
要是要让教师先体验怎样用 VR 设备置身于艺术
现场，进而对学生做出引导，比如说近距离欣赏
蒙娜丽莎等知名的画作，感受真实的色彩、笔触
以及尺寸。这样教师学会在线教育平台的操作流
程和方式，就可以在平台上开设直播课程，做美
术作品的赏析讲解，并布置线上作业，利用平台
来完成后续的批改和反馈，保障整个美术教学工
作的连续性。实践中教师自己也需要不断的提高
水平，精进技能，可以关注数字艺术论坛、积极
参加美术教育融合研讨会议活动，在中小学美术
教育工作中取得更出色的成绩。

（四）完善评价体系
数字新媒体环境下，中小学美术教育改革目

标的实现需要构建多元化的美术教育评价体系，
针对评价内容的选择，可以要求学生创作一组以
“城市印象”作为主题的数字绘画作品，其中除
了评价作品最终呈现出的视觉效果，包括色彩搭
配和谐性、构图合理性，也需要关注学生在创作
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具体表现：可能有一些学生展
现出了强大的收集资料信息能力，具有较高的信
息素养；有的同学提出了别具一格的创意，在绘
画过程中实现了城市旧建筑和现代新科技的巧妙
融合；有的同学在小组中负责组织协调，对任务
进行分配，彰显出了合作素养，这些都是学生学
习表现的客观体现。

在评价方式上则需要渗透多元化评价方式：
教师评价要综合考虑作品的各方面因素，提供专
业的意见；融入学生评价，让学生自己去反思在
完成任务过程中的优势和不足，包括自己对于绘
画技巧的掌握度以及创意的发挥情况等；在学生
互评方面，需要学生相互学习，探索他人对于色
彩的应用或独特的构图方式；家长评价则是要评
估孩子在创作时的投入度以及专注度，对于美术
兴趣的提升度等。

除此之外，还需要实现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
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构建任务。过程性评价主
要是要记录好学生从最初提出创意构思、收集绘
画素材、完成草图绘制到最终的作品成型全过程
的表现，终结性评价主要是针对最终完成的作品
来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评价，正是这样全面立体的
评价体系，为中小学美术教育工作提供准确的指
导和帮助，促进中小学生的美术素养同步提升。

四、结语

数字新媒体环境为中小学美术教育改革带来
了机遇，也造成了困扰，在实践中，教师需要不
断更新教学思想，提高信息技术能力并整合优化
教学资源，完善评价体系，从而全面保障中小学
美术教育的成效，让美术课堂焕发出新的活力，
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

参考文献：
[1] 林丽 .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应用传统民间

艺术的策略探究——以皮影戏为例[J]. 中华活页文选(传
统文化教学与研究 ), 2023, (06): 139-141.

[2] 白丹丹 . 论新媒体时代摄影在中小学美术课堂中辅助课程
教学的特点 [J]. 科幻画报 , 2020, (03): 278.

[3] 裴海云 . 信息技术在小学美术课堂中的运用——以浙美版
四年级下册《安全标识》一课为例[J]. 教学月刊小学版(综
合 ), 2022, (10): 51-53.

[4] 吕红玲 . 数字时代背景下传统吉祥纹样在小学美术课堂中
的教学实践研究 [J].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 ( 下旬
刊 ), 2022, (08): 44-47.

[5] 陈秦 . 小学美术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策略探析——以上
海市浦东新区福山外国语小学为例 [J]. 现代教学 , 2021, 
(Z4): 71-73.

[6] 易琼娟 , 张文宇 . 小学京剧脸谱美术教育及新媒体推广中
的艺术消费潮流 [J]. 艺海 , 2021, (01): 102-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