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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赏识教育在技工院校美术教学中的运用

赵娜

山东省郓城县高级技工学校，中国·山东 菏泽 274700

摘 要：培养技术型人才是技工院校的主要功能，美术教学作为院校重要课程，在学生成长中发挥重要作用，引入赏

识教育创新教学方法至关重要。论文将基于技工院校美术教学需要，分析在美术教学中运用赏识教育的要点，并考虑

学生的学习需要与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提出更科学的运用策略，充分发挥赏识教育的作用，提高学校人才培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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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technical talents is the main function of technical colleges, and art teaching, as an important course in 
colleg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udents’ growth. Introducing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of appreciation education is 
crucial. The paper will be based on the needs of art teaching in technical colleges, analyze the key points of using appreciation 
education in art teaching, and consider the learning needs of students and the talent cultivation goals of colleges. It will 
propose more scientific application strategies to fully play the role of appreciation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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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近年来，社会人才需求发生变化，对人才综合素质提

出更高要求，技工院校原有美术教学方法不再适用，会影响

学校人才培养效果。相关人员应正确认知赏识教育在美术教

学中的重要应用价值，适应技工院校学生学习需要，不断探

索在美术教学中运用赏识教育的策略，制定更科学的美术教

学方案，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

1 赏识教育在技工院校美术教学中运用要点

1.1 关注学生学习体验
技工院校学生的美术水平参差不齐，美术能力也存在

差距，但传统教学模式未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采用相同的

教学方法，会影响学生的学习体验。引入赏识教育可解决该

问题，为此教师在制定教学方案时，应强调学生在课堂中的

主体地位，了解学生差异化的兴趣爱好，针对不同的学生采

用个性化的赏识方式，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美术知识的乐趣。

教师应基于该教学方法基本原理，转变教学理念，更关注教

学过程而非成果，使学生重视美术学习过程，改变美术学习

目标。美术属于艺术的一种，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为首要任务，所以教师在实践活动中运用赏识教育时，还要

通过与学生交流，了解学生的真实学习体验，灵活调整运用

赏识教育的方法，助力多元化教学体系的构建 [1]。

1.2 了解学生学习情况
技工院校学生文化课基础较为薄弱，长期以来学生在

学习中产生的挫败感，容易使学生失去学习信心，并降低学

生学习美术的乐趣，不利于教师教学活动的开展。而赏识教

育重在引导，旨在通过激励学生，改变学生的思想观念，消

除其存在的消极心理，使其坚定学习信心，认真配合教师完

成教学活动。为保证赏识教育运用效果符合预期，教师应了

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发现各学生的优点与不足，根据不同学

生的性格特点，以合适的方式表扬、鼓励学生，表达自己对

学生的赏识，逐步激发学生的信心。但在运用赏识教育的过

程中教师不能一味表扬学生，也应适当将批评与表扬结合，

让学生在发现自身优点的同时，也能正视自身在美术学习中

存在的不足，端正学习态度。

1.3 适应美术教学内容
技工院校美术教学内容繁杂，如按照传统教学方法完

成教学工作，难以保证教学质量，且学生学习体验欠佳，无

法通过学习掌握美术知识。相较于传统教学方法，赏识教育

运用更为灵活，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作意识，提高美术教学

质量。但教师在实际运用该教学方法时，应基于技工院校美

术教学内容，考虑不同学生的兴趣爱好，灵活调整赏识学生

的方法，使学生在参与美术教学活动的过程中，获得个性化

的学习体验。同时教师应坚持鼓励为主的教学理念，对于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想法，支持学生运用已掌握的美术知

识与技巧实现，体会学习美术、创作美术作品的乐趣。

2 赏识教育在技工院校美术教学中运用策略

2.1 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学生学习兴趣高涨时，教师开展教学工作难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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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识教育的核心理念为“以生为本”，力求通过赏识优化学

生的学习体验，教师在运用该教学方法时，要充分利用该教

学法这一特点，将学生学习兴趣培养作为工作重点。美术教

学初期，学生美术功底不扎实，大多数学生仅能凭借想象随

意涂鸦，该阶段也是培养学生兴趣的关键时期，教师应积极

运用赏识教育，对学生创作的美术作品予以肯定，并适当向

学生渗透专业美术知识与绘画技巧，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兴

趣，奠定后期美术学习基础。美术教学过程中，可将学生创

作的美术作品在班级内展示，增加学生间交流机会，鼓励学

生客观评价自己与他人的绘画作品，赏识他人画作也接受他

人赏识，营造自由的学习氛围，更能够感受到学习美术的 
乐趣 [2]。

2.2 增加师生互动
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是保持学生学习热情的关键，

运用赏识教育方法后，教师应适当增加与学生互动的机会，

提升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参与感，赏识学生的次数也可以随

之增加。互动性强的赏识，可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促使学

生在美术学习过程中，思维始终活跃，积极思考教师提出的

问题，并勇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对美术知识的理解更为

透彻。例如，在美术鉴赏教学中，教师可设计研讨会形式的

教学活动，为学生展示需鉴赏的画作，鼓励学生对于展示画

作发表想法，由教师对学生的想法进行评价，让学生感受到

教师对自身提出观点的认同，在学习中获得满足感。在这种

教学氛围中，学生的思维较为活跃，更容易提出新颖的观点，

并在得到教师赏识后对美术这一艺术形式产生更深入的理

解，领会美术作品蕴含的艺术价值。

2.3 挖掘学生潜能
学生能够在学习中有所收获，取得良好的成绩，是学

生保持学习热情的关键，教师在运用赏识教育时，也要考虑

学生这一学习心理，通过科学的赏识挖掘学生的潜能，使其

掌握美术创作技能。对于美术学科的学困生，教师要尤其关

注其学习状态，基于学困生的真实水平，为其制定切实可行

的学习目标，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实现学习目标，并在学生达

成学习目标后予以表扬，以增强学困生的学习成就感。教师

在组织教学活动期间，应尽可能使用带有赏识性质的语言，

展现对学生的尊重与信任，丰富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情感体

验，学生配合教学工作开展态度更为积极。除此之外，教师

还要改变自身在教学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与学生建立朋友关

系，在教学的过程中了解学生的心理变化，尽可能避免频繁

批评学生，以免学生产生厌学心理。

2.4 鼓励学生创作
运用所学习的美术知识，完成美术作品创作，是技工

院校开设美术课程的关键目标，在引入赏识教育方法后，也

要以实现该目标为基础，充分发挥该教育方法的重要作用，

培养学生的创作意识，鼓励学生积极创作美术作品。教师可

在学校组织学生美术作品展览，并给予优秀作品奖励，提

高学生参与美术作品创作的意愿，教师在参观作品展览时，

应从多方面分析学生的作品，对作品作出赏识性评价，挖掘

学生创作作品背后的含义，引导学生坚定美术创作信心。同

时应通过赏识教育引导学生认知美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鼓

励学生将美术创作作为日常娱乐活动，不断积累美术创作经

验，熟练掌握美术创作技巧。

2.5 调整教学评价模式
评价为教学的重要环节，与美术教学质量关系紧密，

教学中引入赏识教育的同时，也要对教学评价体系进行调

整，改变评价学生学习成果的方式，既能够帮助学生发现学

习中存在的不足，又不会打消学生学习美术的积极性。引入

赏识教育后的美术教学，应扩大评价范围，关注学生的学习

过程，随时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价，并尽可能使用鼓励

性语言与学生交流评价结果，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努力的成

果，继续保持高涨的学习热情。还要丰富评价主体，让学生

参与到教学评价环节，了解学生真实的学习体验，以便教师

随时调整运用赏识教育的方法，优化实行的教学方案，确保

该教学方法的育人价值能够被完全展现 [3]。

2.6 把握赏识力度
在实际运用赏识教育方法时，要注意赏识力度的把控，

使教师对学生的赏识既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又不会产

生其他负面影响，教师可从以下几方面控制赏识力度。第一，

适度采用反向赏识，即对于同一学习任务，按照学生任务完

成情况，仅予以表现优异学生予以表扬，而对于其他学生，

教师对其学习成果不予评价，或提出客观意见，让学生正视

自己与其他学生之间的差距。第二，赏识的目标在于帮助学

生树立学习信心，过度赏识容易使学生产生骄傲心理，为此

教师在运用赏识教育方法时，应注意赏识力度的把控，基于

学生近期学生状态予以适度表扬即可。第三，赏识应为内心

自发，同时要实现多种赏识方式的结合，让学生在被赏识后，

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都能获得满足，切实感受到教师对自己

的赏识。

3 结语

综上所述，技工院校美术教学中，赏识教育具有较高

应用价值，在教学中科学运用该教学方法，有助于提升学校

美术教学质量。相关人员要关注行业发展趋势，学习先进的

教育理念，借鉴其他教师运用赏识教育的经验，不断创新赏

识教育运用方法，打造学习氛围良好的美术教学课堂，引导

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保证美术教学质量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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