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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时代小学 沈 贞

2018年，经过组织安排，我来到贵州省

雷山县丹江镇进行为期一月的支教活动。

在那里的美术课上，学生们的学具只有一支

铅笔。

起初，我感到非常震惊和难过，这些只

用铅笔上美术课的学生，从来没有感受过美

术创作的喜悦感和成就感，没有学会用美术

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他们和美术学科

的距离日渐拉大。相比担心学生们绘画技

能的发展，我其实更担心这些学生正在逐渐

丧失对美好世界的感知和表达能力。

一、第一次思考：一支铅笔真的就不能
上美术课吗？

所见所闻，起初确实让身为美术教师的

我心里有些沉重，也引起很多思索。难道一

支铅笔，真的就不能上美术课吗？

我似乎已经太习惯美术课堂上人人都有

丰富多样的学具了，以至在得知这里的学生

只有一支铅笔时，会觉得根本没法上美术课。

但实际上，细细想来，我们有大量美术

教学的内容是不涉及色彩的，或者说去掉色

彩可以让表现者更专心地关注造型与空

间。就算教师自己的作品，如果去掉色彩，

也会省去很多干扰因素。我们在自身的美

术学习过程中，就见过太多优秀的铅笔写生

作品，具有非凡的造型能力和线条表现力。

在美术学科中，有专门的色彩学，但素

描也同样是必修课程。只是我们发达地区

条件相对较好，绘画表达材料多，所以看不

上铅笔画，一时间才会认为光凭铅笔无法进

行美术表现。

二、第二次思考：怎么去上一支铅笔的
美术课？

我开始转换角度，如何因地制宜，围绕

“一支铅笔”开展教学。怀着这样的想法，我

以五年级学生为教学对象，分别设计了3节

教学实验课，从铅笔创作出发，培养学生观

察、记忆和想象的能力，希望以此能让学生

感受美术创作的乐趣，得到造型方面的训

练，培养美术素养。

实验课1：先看后画，帮助学生形成观察

习惯

都说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当课堂中

学生受到种种限制，我们何不把视角移出教

室，放眼到外面的精彩世界，让学生自己去

寻找美，发现美呢？贵州雷山群山林立，风

景秀美，村村镇镇保留着不少有特色的苗

寨。这是学生从小生长、熟悉的环境，把这

些作为美术素材，自然会在他们的心里减少

一分畏难情绪。

上课前，我拍摄并整理了一些反映当地

风貌的照片，在课堂中引导学生在规定时间

内去观察，关注照片中的物体大轮廓，记住

自己想要表现的部分。然后我把多媒体关

闭，请学生凭记忆进行默写，完成创作。

绘画默写是美术基本技能之一，儿童美

术教育家李力加曾说过，儿童对“形”的构成

完全是来自对自然物态的感悟和理解，是出

于一种主观意念的再现和诠释。让学生在

一定时间内“先看”，其实是在训练学生对

“形”的敏感程度，形成“眼里有焦点”的习惯

和能力，对事物的整体感知力与观察力也在

这一次次训练中培养起来了。

因此，教师在指导学生绘画默写时，不

能局限于局部，而要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去关

注对象的整理结构。

出乎意料的是，学生们对这样的创作形

式感到新奇，都很投入很努力地去表现。我

出示的同一幅摄影作品，因为学生的“焦点”

不同，所以有的关注空间层次，有的则关注

建筑造型，作品都显得十分生动。

实验课2：边看边画，训练学生的造型表

现能力

《美术课程标准》将美术分为四大领域，

其中“造型·表现”领域要求学生能观察、认

识与理解线条、形状、色彩、空间、明暗、肌理

等基本造型元素，并建议学生用写生、记忆、

想象和创造等方式，进行造型表现活动。

边看边画，就是我们常规所说的写生，

也是绘画基本技能之一。因为贵州的学生

都没有写生经历，我从“线条游戏”开始，带

领他们探索线条的软硬、卷曲、朦胧等多种

状态。学生从一开始的茫然，到逐渐放松，

直到敢于尝试，经历了学习的体验过程。

以此为基础，我进一步让学生尝试不同

题材的写生创作。于是，他们把生活中的稻

草墩、小野花、禾苗、连绵的群山都画到纸

上。虽然这些作品还很稚嫩，但他们在积累

经验，尝试通过线条表达情感。

在学生的美术学习中，写生训练对他们

的美术造型表现有着重要作用，正如杨景芝

教授所说，儿童写生不但能提高他们的感受

能力，而且能有效地提高他们的造型能力，

也能使他们通过写生积累创作素材。在边

画边看的写生课堂中，不仅需要学生主动对

周围事物进行细致地观察，还需要他们对描

绘对象进行分析比较和取舍，能表现描绘对

象的材质、空间感等，其实要求并不低。让

我惊喜的是，他们对周围事物有着敏锐的观

察力，一节体验课，让他们感受到了写生乐

趣；在课后，又有不少学生把他们的写生作

品带来给我看，而我也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

和表扬。在不断的写生练习过程中，他们的

造型比较能力逐渐得到培养，他们的形象抽

取表现能力也得到发展。最重要的是，他们

已经能对周围的美有所感知，并且开始尝试

表达，这就是很棒的开始！

实验课3：先画后看，培养学生创意绘画

的思维

先画后看，指向的是学生创意绘画思维

能力的培养，引导他们在最富有幻

想的儿童时代将自己的想象力融

入写生中。

创意写生和单一的创意想象画

不同，创意写生重点是在“创意”和

局部写生的基础上，运用想象进行

的造型表现。它不拘泥于形式，也

不完全遵照写生对象，而是学生的个

性化表达。

在这节教学实验课中，我引导学

生从自己身边最熟悉、最感兴趣的地

点和事物入手，局部写生再添加想象，

也可以在大轮廓下通过线条、点线组

合、肌理等形式进行富有创意的表

现。一开始学生会有些拘束，教师可以

给学生示范一些作品，以打开思路。

在点评作品时，教师不能用成人的

眼光和标准去判断，要鼓励学生探索多

种创意表达方式，大胆用自己掌握的艺

术语言去表达。学生们对此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有很多作品是在树叶外形轮廓

下进行自主表现的。

三、第三次思考：上完一支铅笔的美术
课之后

几节美术课下来，我的内心触动颇深。

每一个学生，不管之前基础如何，都在努力

地去创作自己最好的作品，教师又怎能只是

简单评个成绩呢？我要想办法让学生对自

己有信心，能认识到自己的进步，更用心地

提高绘画水平。我采取了以下方法。

1.用笔写下自己的感受

在新课程改革号角下，在培养学生核心

素养教学理念的推动下，学科之间只要能找

到恰当的点就可以融合，比如美术与语文。

其实，铅笔最初和最大的功能就是写字，学

生在课堂上运用铅笔的真实感受就是他们

绝好的写作素材。一堂美术课后，我请学生

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有学生写道：“写生

时，只有用心感受所画的景物，才能画出一

幅漂亮的画。如若不用心感受，画得再好、

再美，也不会让人感觉真实。”

还有学生写道：“画画是个家，形是母，

线乃父，色为子，一家三口名图也。”这样的

语句令我和语文教师都为之赞叹。

2.来和大师比一比

虽然学生笔法稚嫩，但他们会用儿童视

角去观察和感受，会用线条去表现对事物的

独特理解。仔细观察，在他们的作品中竟也

有和大师异曲同工之处。我把学生作品的

精彩和动人之处放大，和大师作品比较，请

学生一起赏析。他们在惊讶之余，也顿时觉

得信心满满，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图像

识读，可以帮助学生找到前进方向，让他们

产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3.大家来做品鉴家

我认为，学生每创作一幅作品，都有自

己的想法，让学生敢于表达，并且学会尊重

他人的创意，他们才能感受到绘画的乐趣。

学生作品完成后，教师请学生在画作空白处

写下自己的创作构思，并请同学写下点评。

通过学生之间的互相品鉴，引导学生去进行

审美体验，培养审美判断能力，并且学会理

解他人，寻找合适的表现形式，他们对绘画

的喜爱也会更进一步。

一个月的支教时间很短，很多想法还没

来得及实现，便要和学生们告别。看着这些

在美术课堂中努力表现的学生，我有不舍，

更有希冀。在我心中，美术课堂不光是要教

会学生美术技法，还要引导学生去追寻绘画

的方向，产生对美术和生活的热爱。在大山

里，只要用心，只用一支铅笔，一样能给学生

上最好的美术课。

大山里，一支铅笔的美术课

□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
陆青春

在许多人看来，我具有一定的写作

天赋，是个运用文字的高手。其实不然，

我只不过习惯有感受就动笔写下来。在

办公室里，别的教师闲暇聊天的时候，我

可以静下心来写作，完全不受外界干

扰。要是哪天不写点儿东西，就会觉得

浑身不自在。

转眼间，五六年时间过去了，自己写

过多少篇文章已经不记得了，但放置样

刊的几个大抽屉已经满满当当，近200

篇的发表数量也成为很多同事口中的传

奇，而且还汇集了两本个人专著《另一只

眼睛看教育》《读书，我呼吸》。

从事教育写作这么些年，纸如知己，

笔似故交，写篇文章来做个总结，也是必

要的。

一、教育日记：是智力基础，也是精
神财富

教育日记是一种个人的随笔记录，

是思考和创造的源泉，在日常工作中就

可以记。连续记录10年、20年甚至30

年，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凡是引起我注意，甚至引起我一些

模糊猜想的，我都把它记入其中。从具

体事物中看出共性，我觉得这是一种智

力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必然会有一个时

刻顿悟。

我主要写三种日志：一是阅读日志，

即读后感之类的文章。有三种呈现方式：

一是摘录文章中的重要观点；二是就文章

的观点发表评论；三是由观点出发，形成

某个主题，然后就这个主题发表看法。

二是观察日志。看到社会上、学校

里、班级内、学生身上的普遍现象或个别

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

三是行动日志。如果既没有阅读，

也没有观察，可以写写“我今天做了什

么”。记录的过程是自己重新经历、体验

的过程，也是自我反思、省悟的过程。

最重要的是，通过文字将稍纵即逝

的生活转化成永恒的物质存在，最后都

将成为岁月馈赠的珍贵财富。

二、案例写作：记载生命之光，折射
教育历程

教育教学生涯中，每个人都会遇到

这样或那样的事件、优秀或薄弱的学生、

让人无从着手的一些难题，这些都可以

经过一定的思维加工，以案例的形式表

现出来。

从清晨跨进校门到傍晚离开学校，

都会有一些值得回味的事例。把事件转

变为案例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新认识、整

理思维的过程，是教师生命之光的记载。

记录本身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感，每

一时期、每一阶段的案例，都可以作为个

人发展史的反映，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

出社会大背景下教育历程的演变。

三、教学实录：上一堂“公开课”，攒
一手研究资料

教师要想快速提高自己，最好的办

法就是带支录音笔进课堂，下课后再放

给自己听。通过回顾自己的课堂，反思

不足，完善自身。

上公开课机会毕竟很少，但我们完

全可以把每一堂“家常课”上成给自己听

的“公开课”，精心备课，投入上课，每学

期至少整理两篇课堂实录。

一堂好课，既能通过视频形式回放，

也可以通过文字形式留存，而后者更应

该成为一种常态。在通向卓越教师的道

路上，教学实录整理不可或缺，可以借此

推敲教学环节，锤炼课堂语言，提高课堂

驾驭能力，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成为教

学研究的一手资料。

四、教学反思：让思考成为一种习惯
教学反思是一堂课的教学后记，一有

所得，及时记录；贵在及时，贵在坚持；有

话则长，无话则短；以记促思，以思促教。

我一般从以下几个角度写教学反思。

1. 亮点。师生对答、生生争论、智

慧碰撞、情感交融……课堂上自己感觉

特别好的高潮、亮点，教学方法运用的

感触，教材的改进、创造性处理都可以

记录。

2. 失误。除了教学中的成功，也可

以写写不足、失败之处，审视失误，寻求

对策。如问题情境的创设有没有给学生

思考空间，活动组织是否有利于学生自

主学习，小组合作学习有没有流于形式，

有没有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

养等。

3. 火花。常言道，教学相长。学生

的一些独到见解犹如智慧火花在闪烁，

不仅对其他学生有启发，还对我们教师

的教学有开拓思维的良好作用。课堂反

思也可以记录整理学生的创新思维。

4.意外。学生在学习中肯定会遇到

很多困难，也必然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

题，有些是个别问题，有些是普遍性问

题，有些让教师一时难以解答，把这些记

录下来，以便在今后教学中对症下药，实

施补救。

如今，我写作范围更广了，还涉及诗

歌、散文、小说、时评等。曹雪芹写完《石

头记》后叹曰：“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

苦不寻常。”做文章历来就是苦差事，然

而，当一篇文章完稿后，享受到的是创造

之乐、成功之乐。一篇又一篇，一路走

来，就像留下一串或深或浅的脚印。

教育写作：留存成长足迹

成长之路

创新课堂

我和学生我和学生

苗
寨
真
实
场
景

学生苗寨默写画
学生苗寨默写画

学生苗寨默写画学生苗寨默写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