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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美术的课程内容主要是绘画,随着社会的发展,形式多样的美术活动可以融入到课堂中。绘画是美术课堂 基础

的教学内容,但美术课堂的教学不能仅仅局限于绘画,对于色彩的认识是很关键的,色彩基础的学习是六年级美术的重要学习

阶段,学生的自主能动性更强,课程教学中更要关注学生,重视课程内容与教育目的的融合,把多方面的美术知识传达给学生。教

师要抓住学生年龄阶段的特点,通过合理的方式提高学生辨别和搭配色彩的视觉能力,学习美术文化与生活的关系,适应世界

色彩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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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学生的心理 

六年级学生大多在11～13岁,该阶段是学生学习色彩

好的年龄阶段,学生自主性提高,对于色彩的搭配和选择有

自己的主见。先要了解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学习心理,有效的

解决教学问题,克服老式教育的单一性,扩展美术色彩课堂

教学,利用多样的方法培养起学生对于色彩的敏感性。在低

年级阶段,学生经常喜欢画画,但随着年龄增长,兴趣的主导

性成了学习的主要因素,美术课堂的成效大大降低,学生交

头接耳,不想参与课堂,那么要调动学生美术课堂的参与性,

就要树立起学生学习美术的信心。要让学生了解美术课堂的

重要性,改变学生主观不重视美术课堂的观念,激起学生的

竞争和团队合作意识和,以此才能开展课堂。色彩教学独具

特点,对于学生自助发挥非常有利,找到美术课堂学习的切

入点,就能提起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所以掌握学生的心

理特点是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 

2 调动学生视觉感官 

色彩本身就是丰富性和多样性兼备的,和生活息息相关

的美术基础知识。色彩课堂的教学, 直接接受学习信息的感

官就是视觉,相对来说,视觉也是开展课堂 有利的感官,教

师可以通过吸引学生的视觉来开展课堂。把认识教学和实践

教学相结合,才能让学生从视觉上感受和理解色彩的多样性。 

首先,课堂的引入时就要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社会的

进步,让学号接触和学习的方法也是多样的。对于六年级的

学生,在了解他们的心理特点下,色彩在生活中的运用无处

不在,可通过学生身边 熟悉的, 感兴趣的事物来调动起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如,可以播放学生喜欢的动画类节目,

通过动画人物着装的色彩和场景变化的色彩,和学生互动,

发现色彩的运用的不同。 

要结合生活,调动学生思考和观察,培养学生横纵向思

维的发展,激发学生创新思维,让色彩的基础理论知识结合

生活中常见的实际例子理解,引导学生学有所思,学有所得。 

3 课堂实践理解 

创新能力也是艺术性课程重要的培养对象,绘画是美术

学习的基础,对于色彩学习的理解,学生可以通过绘画来发挥

学习色彩的自主运用能力。绘画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美术

的学习范围非常广泛,当然绘画不是唯一的时间方式,也可以

通过手工剪贴画的制作等,形式多样的方法来满足不同学生

对于色彩运用的实践。让学生自己动手,是通过自主学习培养

学生的色彩感,更深刻的认识色彩,在自己的摸索运用中,教

师可结合个体学生的特点,有方向的进行指引。 

课堂的实践不能只局限于对于色彩的运用,也可以结合

其他的艺术学科和文化学科,来让学生体验色彩的多样性。比

如和音乐元素的结合,音乐是一门听觉课程,而美术是视觉课

程,教师可以通过播放不同节奏的音乐,来让学生用颜色来形

容不同音乐律动的感觉,让学生把音乐和美术相结合,视觉和

听觉感官相互沟通,来理解色彩的感觉。发挥学生的想象力,

感受音乐的同时,用色彩来成呈现律动的不同,深入学习色彩

的基础,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审美能力。 

4 科学活跃课堂 

六年级的学生对于新的知识也是充满好奇的,如果在教

学的过程中引入科学的知识,也是激起学生兴趣,活跃课堂

的好方法。花鸟虫鱼、各种自然现象都是引起学生注意的好

素材,比如在色彩的教学中,就可以讲述变色龙这一种生物

的特点,让学生不仅可以在自然中学习美术,也提高了自身

的学习体验和艺术素养。 

新时代下的美术教学,不仅要重视学生的心理,还要掌

握好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创新性,把广袤的知识网络结合到

色彩基础的教学中,让学生有更深刻的了解。 

5 小学美术教学中情感教育培养途径及方式 

5.1 在师生交流中渗透情感教育 

新课程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打破传统的教学途径,与

学生进行良好的互动,建立平等交流的机会,小学美术课程

教学也是如此的,教师要注重对学生情感教育的培养,同时

也要注重课上课下多进行交流与沟通,并在交流中渗透情感

教育。例如在《向日葵》美术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学目标是

培养学生对色彩的把握和绘画,从而唤起学生对色彩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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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陶冶学生的审美情趣和高尚情操。如果采用传统的教

学方法的话,就是简单的进行颜色搭配的教学,�@样的教学

模式不仅会使得学生感觉乏味,同时也难以收到良好的教学

效果。教师应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美术的积极性,在课堂上通

过提问的方式进行师生间的交流。例如,“向日葵身上都有

哪些颜色？” 

5.2 运用多媒体,营造良好教学情境 

小学生对身边事物有着充分的好奇心,而且他们现在都

处于身心高速发展时期,小学美术教学应该针对这一特点,通

过教学情境的创设,激发学生对美学课程的学习热情和兴趣,

激发小学生对美术课程的学习兴趣。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让

小学生看到真实的视频动画,让其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在感受

愉快的美术动画的同时,获得美术知识。有效利用多媒体教学,

将学生的情感教育作为多媒体教学的审美依据,基于小学生

的学习特点和学习心态,合理运用教学多媒体,使得在美术教

学中抽象难懂的教学内容,变得更加具体,将原本以虚拟状态

存在的美术知识变得活灵活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多媒体教

学固然好,但教师不能将其完全取代传统教学手段,应把握好

“度”,学会在传统教学与多媒体教学中找到平衡,以此增强

课堂教学效果,提升教学质量。 

6 色彩的心理基础知识 

色彩心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很多时候色彩生理和

色彩心理是同时交叉进行的,它们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

制约。如：红色能使人生理上脉搏加快,血压升高,心理上具

有温暖的感觉。长时间红光的刺激,会使人心理产生烦躁不

安、生理上欲求相应的绿色来补充、平衡。如：在阳光下看

一会儿红纸上的黑字,黑字就会变成绿字。 

6.1 色彩心理与生理年龄的关系。 

随着人们的年龄变化,色彩所产生的心理影响随之而异。

儿童大半喜欢极鲜明的颜色,红和黄两色就是一般婴儿的偏

好。四岁至九岁的儿童 爱红色,九岁以上的儿童 爱绿色。

如果要求七至十五岁的学生把黑、白、红、青、黄、绿六种

颜色按照嗜好列出次第的话,男生的平均次第为绿、红、青、

黄、白、黑；女生的平均次第为绿、红、白、青、黄、黑。 

6.2 色彩心理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关系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

艺术、教育以至传统生活习惯的不同,表现在气质、性格、

兴趣、爱好等方面是不尽相同的,对色彩也会各有偏爱。 

美国大学生偏爱白、红、黄三色；英国男性爱好的颜色

为青、绿、红、白、黄、黑。女性为绿、青、白、红、黄、

黑。在古代罗马,黄色也曾作为帝王的颜色而受到尊重,但是

在基督教国家黄色则被认为是叛徒犹大的衣服颜色,是卑劣

可耻的象征。在伊斯兰教中,黄色是死亡的象征。在西欧地区,

大都流行米咖色调的服色,这显然是与欧洲民族的肤色、发色

有关。有的色彩学家还认为,色彩的心理与地区有关。处于南

半球的人容易接受自然的变化。 

6.3 色彩心理与人的气质的关系。 

根据巴甫洛夫心理学说,人的气质可以分成四种类型：胆

汁质、多血质、粘液质、忧郁质。不同气质的人具有不同的

心理特征。他们对事物的态度,反映的情绪是不一样的,对色

彩的感受也不一样。 

6.4 色彩心理与色彩三要素的关系。 

色彩三要素：色相；纯度；明度。色相是色彩的 大特

征。红、橙的暖色系具有兴奋感,蓝、青的冷色系具有沉静

感。儿童和小学生大半喜欢极鲜明的颜色,由于生理发育的

原因,多喜欢纯度高的颜色。成年人对颜色的态度是理智的、

冷淡的,还有的是缺乏感情的,女性喜欢在纯颜色中加大量

白色的灰色(高明度)；男性喜欢在纯颜色中加大量黑色的灰

色(低明度)；老人喜欢在纯颜色中加大量灰色的灰色。在纯

度方面,纯度高的色具有兴奋感,纯度低的色具有沉静感。在

明度方面,明度高的色具有兴奋感,明度低的色具有沉静感；

强对比色调具有兴奋感,弱对比色调具有沉静感；高明度的

色一般具有冷感,低明度的色具有暖感；高纯度的色具有暖

感,低纯度的色具有冷感。无彩色的白色是冷色,黑是暖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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