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育教学心得体会(实用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心得体会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们可以更清
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以下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
有所帮助。

美育教学心得体会篇一

在新的一轮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中指出，教育力求调整培养
的目标，改变人才的培养模式，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
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根本改变，关注学生经验和多样化发展
的课程内容，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的作用；强调了“美术、
人文、科技“于一体的创新教育理论。

美育是学校教育中综合了很多学科知识的一门学科，虽然它
没有现成的教材或课堂，但它的教育作用以及对学生的全方
面健康成长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实质上，美育是素质教育
的代名词。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了，他对生活、工作、对社
会、人、事、物的看法也就完全改变了，这都是因为他们的
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提高了。提高学生的美育教育质量是不
容忽视的一件大事。

本学期，我校在开学初就拟订了美育工作计划，并在一学期
来的工作中严格执行，我校的美育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
了成绩，现总结如下，以勉今后工作。

思想是指导工作的根本源头。我校领导非常重视学校的美育
工作，开学初就安排我们术科组策划好本学期的美育工作，
制定好工作计划。因为美育教育工作涉及的范围比较广，面
比较大，是一项不好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制定计划时把各



项工作都安排得非常细致。这为本学期的美育工作能顺利开
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确实能提高学生的美育，利用美育工作多面性的特点。
我们把美育工作渗透到各项各科的教学工作中去。例如：在
课堂教学中，强调教师通过多媒体的教学手段来完成课堂教
学，学生通过听录音、看投影、录像等多位一体的教学手段
中学习就能提高美的意识，树立美的思想。特别是音、体、
美的课程，又特别是美术课。我们学校领导规定术科的教学
一定到各功能室上课，并严格要求要认真上好每一节课，绝
对不允许出现“放羊式”的课堂教学。

要让学生把自己对美的理解表现出来，就要给学生一个自我
展现的舞台。为此，我校在本学期中组织了一系列的比赛活
动。如：组织“校园朗诵会”、参加“乡小学生文艺演
出”“六一节的各种活动”，还组织学生参加了“师生艺术
作品展、”“亲近大自然，描绘大地”儿童妈妈写生画比赛、
乡举办的中小学生现场临书大赛等系列的美术活动，这一系
列的活动，使学生在美育方面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

美育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影响着学生对社会、生活、
人、事、物、的正确理解，影响着学生的人生观。同时，美
育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我们将不懈努力，通过不同的方
式方法来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思想，把美育工作做得更好。

美育教学心得体会篇二

美学与文学概论一样，理论性很强，全是概念，一开始的几
节课就像正儿八经的哲学讲座一样，有些深奥，老师列出的
书单我一本也没看，所以前几周听课是比较吃力的，但是自
己渐渐接受理论分析后，课程也就容易些了。课程内容也比
较多，稍一分神就跟不上讲课的进度，因而课堂也不敢开小
差。不过我觉得老师不使用课件是对的，有些课程因为有课
件，我总是认为不听课没关系课后看课件就可以，然而美学



内容就是大段大段的说理性分析，理解比死记硬背更为重要，
上课时老师会举例，再用课本理论分析，这样总比课后冥思
苦想好些。这学期学习美学课所持的心态不是考试而学习，
而是一种模仿。平时看一些文学作品鉴赏，总觉得作者的分
析处处都是美学或文概理论依据，而有些依据也能用以分析
与其想通的作品，胜于自己浅薄的分析鉴赏，课本正文分为
五个部分，分别是审美活动、审美形态、审美经验、艺术审
美和审美教育。老师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讲解导论部分，主要
介绍美学的历史、性质、规律及其基本问题，这些都是为整
个学期的课程打基础，认识到美学“是什么”的话，再学习
就容易多了。

以前自己一直把美学的指示对象是雕塑、绘画这些艺术品，
视野很狭窄，也很零碎，自己没有了解过中国美学的起源，
但是潜意识里一直把美学的起源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只因
这时的艺术发生了从自发性到自觉性的转变，学习美学之后
才意识到这是把美学从哲学中孤立了。美学最初是依附于哲
学的，随着对象拓展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它逐渐成为一门
独立的学科。课本把《易经》里人对自然、世界以及自然、
世界形成之道的理解作为中国美学思想的基本精神，还把入
到俩昂家思想的相互关系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的基本格局，这
就把美学与哲学思想紧密联系起来。美学不仅仅是文学艺术
的辅助性工具，也是心理、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直认为美学就是“关于美的学问”，自然而然地把美学的
对象当作是关于文化艺术中的美的部分，那些较容易为人民
所接受的东西。丑和荒诞都是现代美学里重要的审美形态，
但是又与自然形态、道德形态里的丑、荒诞有着区别。我也
是趋“美”避“丑”的人，喜欢那些在颜色、线条上令人赏
心悦目的事物。但丑不能简单地被定义为那些外形不讨喜的
事物，应当把它当作对美好事物的否定，一种表里不一的矛
盾状态。美丑不是绝对的，两者就像一对矛盾共同处于事物
之中，每一件事物在包含着美的同时也包含着丑。小时候我
总看金庸，也认为堂吉诃德是个大英雄，单枪匹马闯天下，



符合自己对侠客生活的向往;长大后渐渐嘲笑起他的滑稽来，
但却不知道是为什么。假如用美学分析，许是因为他的理想
是无法实现的，中世纪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而堂吉诃德无法
在现实生活找到自己的存在意义，产生虚无感、无助感，于
是把希望寄托在骑士生活中，但是这个又是不合时宜的，于
是总是那么荒诞不经。

慢慢地，我发现似乎美学与文学有很多共通之处，亦或者说，
美学就是这些文学的理论性概括、反映。美学课本第三章
《中国古代的基本审美形态》的后三节都列举了大量唐诗的
例子;此时文学史老师的讲课内容也恰好是唐诗;两者相互联
系;似乎唐诗的美妙不是那么懵懵懂懂无处可言了，不仅是可
以感悟，还可以通过这些审美形态分析唐诗的形式美、意境
美、节奏美。在文学史课程的期中小论文里，我也引用美学
课本“气韵”、“意境”、“神妙”这些内容作为理论依据
分析唐诗“妙处玲珑透彻、言有尽意无穷”的原因;同时美学
课也不是那么干涩难懂了，每次老师为某个理论举例时，自
己也会在思索可证明理论或可用理论分析的例子。

就性质而言，美学是一门关于审美活动的综合性的人文学科，
应当解释、阐明审美现象、美的规律，帮助人们了解美的特
征。学习美学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审美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
就汉语言文学专业而言，创作、鉴赏、分析能力应是十分重
要的，学习这门课程正是为了提升艺术鉴赏能力，自己懂得
鉴赏美，懂得用理论分析艺术的美，才能有传授给学生审美
意识的条件。学习美学不仅仅是为了明白某个事物为什么是
美的，更应该是对生活中的一些事物有更深刻的理解，明白
什么是美。当大家认识到什么才是美，美的条件什么，就不
会轻易地把浅层的、感官上的满足作为美，就会去寻找美的
事物;每天按照自己所追求的尺度规划生活，让每一天都有乐
趣，这也挺好的。



美育教学心得体会篇三

“草翠花开，花红柳绿，鸟语花香，小朋友们在大地妈妈的
身上‘撒着娇’欢快的玩耍着??????”这是我心中的文明城
市。

“文明城市，什么叫文明呀?”这是我起初听到时问的第一句
话。文明就是看见一片废纸主动捡起;文明就是不乱扔一片废
纸;文明就是看见小朋友摔倒了将他扶起来;文明就是不在墙
上乱涂乱画??????文明太多了，以至于把我的嘴说烂也说不
完，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不经意干的事也许都是文明，相反，
也许我们不小心干的事就是一些不文明形象。比如：

场景二：小红喜爱学同学，同学买什么，她也跟着买什么。
一天，他看见同学把一页纸撕下来，随手扔了，她看见了，
觉得很酷，也学着同学的样子，撕下来，随手扔了。在这里，
我想问一下小红：“你那页纸还没有用完，为什么要撕了它，
难道你不心疼吗?”

以后，只要我们不再乱扔一片废纸，不再说一句骂人的话，
不再乱扔饮料瓶，文明城市就会在我们一点一滴的努力中创
建成功的!

美育教学心得体会篇四

新时期的美术教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技能技巧训练，而是一
种文化学习，更注重培养人文素养与美术素养，因为在整个
人类社会历史中，美术教育家尹少淳说过；美术是有人性意
味和综合性质的人类活动之一。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
美育在培养全方面发展的素质人才的作用越发显得重要。它
可以教育学生树立审美观念，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培养学生
认识美，创造美的能力，美育的基本特征是具有示之以形的
形象性，动之以情的情感性和寓教于乐的愉悦性，它的这一
特性是其它教育所不能取代的。尽管从教也有五六年光景，



却发现要上好一堂高质量的美术课真的很难，下面是我在美
术教育教学中的几点反思。

美术课的准备绝不仅仅是教具的准备，它要有更广泛的内容。
比如在《元肖节里挂彩灯》这一课里，教具是制作好的各种
各样的手工装饰品，为了让课堂更有氛围，我试着准备了一些
《快乐的节日》、《过大年》等一些有节日气氛的歌曲，这
些歌曲在课堂气氛的烘托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除了有形的课
堂资源的准备之外，更要准备的是老师多方面的知识、深厚
的文化底蕴。这得靠老师长期的知识积累，所以要求我们教
师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充电，才能游刃有余的给学生展现
我们的魅力，是他们觉得美术课不光是“好玩”。

在教学中，有的学生因轻松的教学气氛而感到兴奋，有的学
生因教学内容的生动和教学方式的形象直观而感到愉快，还
有学生因课堂给了自己一块充分表现的天地，为自己完成了
美妙的创作而感到陶醉，所以，也经常会有学生冒出与众不
同的、别出心裁的想法，针对这样的学生，首先要尊重他们
这种不寻常的想法，其次要注意引导，来培养他们的求异思
维。比如我在上《闪光的名字》时，刚表扬完一位经常不做
作业学生的奇思妙想，就有同学举起了手，大概是得到了老
师的赏识，我想这位调皮大王又有什么新花样，但是没想到
他提出可不可以用刀、枪等图形来装饰自己的名字，我当然
认可了他的想法。没想到，这位同学在进行名字设计时还特
别认真。正如伟大的法国哲学家蒙田曾说：“孩子需要的不
是灌输，而是激情的激发”。

在美术教学中，作为教师常常感到，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不太难，但要使学生的学习兴趣长久保持下去却很困难。有
一句名言这样说：“蹲下来看孩子”，教师要蹲下来和学生
保持一样的高度，才能真正尊重、理解学生，恰如其分地为
每个学生的发展提供帮助，才能真正发自内心地为他们的每
一个进步发出由衷的赞叹，学生的学习才可能是自主而快乐
的。一件好的美术作品，一次成功的作品展览，一次精到的



示范，一个精心设计的课堂教学导入，一句鼓励的话，都可
以引起学生对美术教学的短暂关注和学习激情，想要这种学
习兴趣长久保持，需要我们从符合学生年龄特征和认知习惯
对教学内容重新组织，加强学生对课程的认同感，通过长久
而不间断的鼓励、诱导，才有可能使学生产生对美术学习的
浓厚兴趣，并能长久的保持下去。

课堂教学的有组织性是上好课的保证，这是大多数教师认可
的原则。但相对于美术课而言，有些类型的美术课往往不需
要孩子规规矩矩端端正正地作业，比如一些手工课，需要几
个孩子合作完成，小朋友凑在一起难免会各抒己见，不会像
成人那样有克制力，这样势必造成纪律不好。还有一些绘画
课为了更好地调动孩子的积极性，加入了游戏、舞蹈等活泼
的形式，课堂也会显得杂乱，问题是这样形式上的“乱”并
非无效。国外的老师在上美术课时不需要孩子坐得端端正正，
他们给孩子足够的空间创作，可以画在桌子上，可以“乱涂
乱画”。德国纽伦堡丢勒中学的谢尔先生曾说，在丢勒中学，
学生作画时可以戴耳机听音乐，边听自己喜欢的音乐边作画。
我想这在国内肯定是禁止的。学校要求课堂必须有秩序，但
一味的整齐往往会抹杀孩子的个性，限制孩子的创造性。怎
样兼顾呢？那要求教师在组织教学上的收放自如，既不放纵，
也不压制。例如：可以采用开放的教学方法。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走向自然、走向社会，投身于五彩缤纷、五光十色的校
外生活，把公园、田野、村庄等作为学习美术的大课堂，在
大自然中学美术，感受生活中的红、黄、蓝。如手工制作课
不妨带领学生去放飞风筝，去迎风玩一玩小风车，用制作的
彩链、挂饰、窗花美化周围的环境；结合绘画课，可自办一
个课堂小画展，组织学生参观发言，潜移默化培养学生的主
动学习能力和学生生活相结合的能力。

有时候，大人在看孩子的画时，往往摇头责备：“画的是什
么呀，乱七八糟！”殊不知，儿童绘画贵在无序、天然童真，
去雕饰的浪漫稚拙，而且个性鲜明，想象力丰富。有的孩子
喜欢色彩，有的孩子画画喜欢用线条。还有的孩子只喜欢画



抽象的形状。所以对于儿童画的批改、评价应该有多重的标
准，要善于发现儿童画中闪光的东西，不要局限在形打得准
不准，画得像不像，色彩原理对不对。

美术作业如果在课堂进行的，教师在巡视时要对学生进行个
别辅导、指点。对学生的好的作业，要及时的给予表扬，对
绘画构图有创意的学生给予肯定，或者直接展示好的作业，
这对提高学生的兴趣起到一定的帮助，因为对于一般的同学
来说能起到引导的作业，那么对于还在犹豫或者束手无策的
学生来说能够起到参考的依据，有时同学的创意可能老师也
是无法想到的。

作为一名美术教师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才能完善自己
的课堂教学。新课标指出：美术课是对人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的，对人的全面发展有帮助的，它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
有着独特的作用。美术是一门包容性非常广泛的学科。它要
求教师的知识面要广，要涉及多方面的领域。同时要富于创
设情境，培养审美意识。教师是创设情境的主导者和调节控
者，通过设置一定的情境，让学生感知对美术内容尽快了解，
产生探究欲。明确学习的目标，培养审美意识要从学生的心
理特征、知识、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方面出发引导他们张
开想象的翅膀，理解自己所学习的内容。以此形成自己的审
美个性。

综上所述，美术课要想上好，还真不是那么容易，课前的精
心准备，课堂的情景创设、环节安排、个性辅导、多样评价
以及课后的反思等等一样都不可少，都需要美术老师下工夫
来思考、推敲。但不管多难，我想我能克服，我要不断地通
过美术教学活动去唤醒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引导他们用基础
的艺术形式去表现他们内心的情感，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能
力，到达认识、操作、情感、创造的整合的道路中。

当然，在美术教育教学中我还有很多的不足，所以下定决心
要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除了会不断提高自己的美术素质以



外，还要不断的改进教学方法，上好每一堂美术课。让学生
掌握一定的绘画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技法，培养学生具有一
定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构图能力和辨别、调色能力的同时，
努力为学生创造一个轻松愉快，有趣味的学习环境和气氛，
消除学生心中的心理障碍，使学生感到学习没有负担，上美
术课更是一种享受，一种娱乐。

美育教学心得体会篇五

早晨，风和日丽阳光明丽，空气新奇幽丽。阳光给大地镀上
了一层耀眼的金黄色。一颗颗精英的露珠沾在柔滑的花瓣边
沿；雾气懒洋洋地爬上枝丫。一切事物都显得那样美好。

小晨和佳佳这对友好的同桌背着书包，肩并着肩走在上学的
路上。

半路上，小晨和佳佳猛然停住脚步，他们闻到了一股难以忍
受的臭味，他俩连忙捂住鼻子。小晨伸长了脖子东张西望，
环顾四面，只见在不远处的前方有一大团黑糊糊的东西。她
连忙跑过去，佳佳也随之跟在后面。

原来，那是一只垃圾桶旁边堆满了垃圾。上面还有一群苍蝇
在飞来飞去“嗡嗡”地叫着。他俩走进垃圾桶旁，更是感到
臭气熏天，俩人都眉头紧锁。这时，小晨说道：“是谁这么
缺德，这么不文明，乱扔垃圾，损坏市容。”她说着说着，
脸就气得通红，眉头呈一个倒八字，怒发冲冠。佳佳听了，
只是歪了歪嘴，做出一副无奈的表情。

小晨有接着说道：“佳佳，我们把这些垃圾清理干净
吧！”“算了吧，我们还是上学去吧，清洁工人过一会儿会
来清理的.。”佳佳若无其事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