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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ultivate and inspire the painting inspir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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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piration is an artistic term. It means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being 

suddenly enlightened by something in the artistic creation and conception.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 includes two aspects, one is to forget the imagination of the self: it is a 

temporary retreat of rational thinking. Let the perceptual thinking and subconscious 

active; The second is crazy imagination: as long as the encounter with the external 

things or memories and consciousness of some image inspired by the imaginatio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ave rich and innocent imagination, and many 

excellent student works contain unrestrained imagination and unrestrained fantasy. 

This psychological feature is very helpful to guide and inspire students' creative 

inspiration. Therefore, inspir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ar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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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灵感是一种艺术用语。意思是在艺术的创作构思环节，某一个事物的

启发，而产生豁然开朗的心理状态。其基本特征包括两方面，一是忘记自我的

想象：是理性思维的暂时退却。让感性思维和潜意识活跃起来；二是痴狂的想象：

只要遇到外界事物或脑海中回忆和意识闪现的某种意象的启发激发出的想象。

中小学生拥有丰富的天真的想象力，很多优秀的学生作品包含了天马行空的想

象和无拘无束的幻想。这种心理特征，在引导、激发学生的创作灵感上是非常

有帮助的。因此，灵感是美术教育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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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培养兴趣，再激发灵感

兴趣——是一个人力求认识和趋向某种客体，并伴有积极的情绪体验的心

理倾向。学生的兴趣是推动他们的学习的一种活跃、 有力的内部动因。儿童天

生喜欢画画，他们对绘画的兴趣是不容质疑的。但是，随着学生的成长，部分

学生对美术绘画的兴趣会逐渐减弱， 后就对画画没有兴趣了。因此，我针对以

上发现的问题，根据各个年龄阶段的学生心理和生理变化，灵活采取不同的教

学方法进行教学是维持加强学生的绘画兴趣的有效手段。如：

（1）对于中低年级学生对听故事、猜谜语、玩游戏感兴趣的现象上故事性

美术课，通过讲故事、猜谜语等游戏形式鼓励、激发、引导他们对绘画产生浓

厚的兴趣。故事谜语 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能诱发学习的兴趣。所以通过讲

故事猜谜语的课堂导入形式，通过生动的语言描绘，这对他们的认知有着一定

的指向性，还富有感情色彩刺激他们的感官，诱发他们的情感，帮助他们创作

幻想，使他们进入设定的情节中。 

（2）常言道：“见多识广”，因而经常组织学生欣赏优秀的儿童作品，使

之边看边学边掌握。以美为先导是取得教学成功的基础。艺术创造过程本身是

审美情操的培养过程。于是，我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选择一些大胆稚拙地反映

儿童观察生活，了解自然、想象丰富的作品，特别注重选择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让儿童在美术鉴赏的过程中辨别外界事物的真善美、假丑恶。其次，让儿童欣

赏同年龄的孩子的画比欣赏名家作品更容易使他们兴奋激动。而且评价作品的

好坏，使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拥有一双具有审美能力的眼睛和创造美的手。

（3）为了满足学生自我表现的欲望，常常让他们在黑板上、教室的地板上、

篮球场上用粉笔作画，调动他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想象力、创造力。产生

兴趣以后，孩子们就会时不时地把他们的看见的听见的感觉的描绘下来，可是

这种描绘很难在画纸上较好的表现出来，等到把这些浅陋的绘画累积起来以后，

肯定会有质的飞跃。比如，初学者进行意愿画的练习非常困难，只能把教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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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东西一遍遍重复（没有加工或再造），但成长阶段的变化年级的不断增长，

学生们的作品一幅接一幅，个性迥异。这个充分表现了，为激发诱导学生的绘

画创作灵感，第一步必须从培养孩子的绘画兴趣开始。

2  培养学生观察生活，积累绘画题材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仔细品味孩子们的创作，大多数是表现他们的

生活、自然景物、小动物玩游戏等场面，而且很多作品中都有他们自身的学习

生活体验，这种感受才是他们绘画的动机和表现题材，是产生创作灵感的源泉。

所以培养学生的绘画兴趣和引导他们的创作灵感需要不断丰富学生的生活阅历，

日积月累出大量的绘画题材。可是怎样让他们学会观察生活和积累绘画题材呢？

我采用了日记漫画的形式。日记连环画是用画笔记录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的一种

形式，经常画连环画可以培养学生对自己生活的观察能力、记述能力和绘画创

作能力。日记画是大家积蓄绘画素材的好方法。可以画发生过的事情，也可以

抒发自己的情感，还可以表现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可以画日常生活饮食起居，

可以画看书、看电视的印象，还可以用画来发泄情绪，使自己心理得到舒展平衡。

日记连环主要是留心观察平时的生活，注意身边发生过的事情，在脑海中可以

留下深刻的印象画面，画出来就生动具体了。画日记要养成习惯，要持之以衡。

学生的生活十分丰富，让他们每天抽一点时间，把一天中 值得记录的事情画出

来，久而久之，学生便会留下生活中许多宝贵的印象，为自己的绘画创作积累

下珍贵的资料。例如：在国际和国家级获奖的《捉龙虾》《午睡》《我们学校

的舞龙队》《烤红薯》等学生作品都是学生生活中得画面，都是学生的生活经

历的反映，可见经历越多，感受越多，题材就越多，体裁也就更加新颖、多姿。

例如俄国著名画家列宾说的：“灵感是由顽强的劳动而获得的奖赏。” 3 教师

的正确引导是学生产生绘画灵感的摇篮

所谓正确引导的前提是提起兴趣后，再由表及里，一步一步地传授给学生

绘画原理知识，接着是根据学生不同年龄阶段，有针对性的因材施教。往往这

个时期的孩子们具有的创造力和绘画技法，让他们的作品有滋有味，百看不厌。

如：圆的教学，我以《圆的魔力》为课题展开教学。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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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东西都可以用圆来表现呢。而简单的圆又能延伸出各种各样繁杂的形象。可

是，并不是比较学生所画的圆是否规范，而是让他们用圆来发挥想象，激发他

们认识事物和表现事物的愿望。我首先在黑板上画出许多尺寸大小不同、形状

不规范的圆，接着激发学生去联想生活中有哪些东西是圆的。当学生争先恐后

地说：大太阳、灯笼、菠萝、猪八戒等等。我迅速地在黑板上画出来。这个时

候，一个单调的圆变成了孩子们眼中无所不能的魔术环。画这些画的目的不是

让学生去临摹，而是为了培养锻炼学生的联想力创造力。这些又多又块的变化，

都可以提起学生的兴趣，引发他们的灵感。在这个过程中，当学生的积极性充

分调动起来后，课堂气氛非常活跃而学生的灵感得到喷发，看到老师的神来之

笔也难免想跃跃欲试。由此可以看到，所谓灵感可能是有主观意识的，可能是

日常生活中一瞬即发的，也有可能二者都有，不管灵感怎样产生我们都要及时

捕捉起来，并保护。在孩子们有高度的创作积极性、活跃的灵感想象力的时候，

立刻把灵感挥洒到画面上，无论是否完美，只要学生富有感情地去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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