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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班主任如何通过美术活动开展劳动教育

潘荣利

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矿区小学 内蒙古 024070

摘要：劳动教育在小学阶段具有重要意义，而美术活动为四年级班主任开展劳动教育提供了独特且有效的途径。

美术活动蕴含丰富的劳动元素，能够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与创意表达中体会劳动的价值，培养劳动技能与创新思维。

本文深入分析美术活动与劳动教育的内在联系，探讨如何通过美术活动激发学生的劳动兴趣，设计适合的劳动任

务，并从理论与实践层面阐述美术活动对劳动教育的促进作用，为小学劳动教育的创新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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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小学教育中，劳动教育不仅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的重要环节，更是塑造学生品德和价值观的关键。美术

活动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丰富的内涵，为劳动教育的融入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于四年级学生而言，这一阶段是

他们认知能力和动手能力快速发展的时期，班主任如何

巧妙地利用美术活动开展劳动教育，成为了一个值得深

入研究的课题。本文将从美术活动与劳动教育的结合点

出发，深入探讨如何通过美术活动激发学生的劳动兴趣，

培养他们的劳动技能，进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1]
。

1 美术活动与劳动教育的深度融合

1.1 美术活动中的劳动价值体现

美术活动中的劳动价值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从

技能层面来看，美术活动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手工操作

技能，如剪纸、绘画、泥塑等。这些技能的习得需要学

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反复练习和实践，逐步

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这种技能的培养过程本身就是一

种劳动，它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手部协调能力，还培养了

他们的专注力和耐心。其次，从精神层面来看，美术活

动中的劳动能够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学生在创

作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思考和探索，将自己的想法转化

为具体的艺术作品。这种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不仅需

要劳动的投入，还需要学生具备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通过美术活动，学生能够体会到劳动的成就感，

从而更加尊重劳动，热爱劳动
[2]
。

1.2 劳动教育在美术活动中的育人功能

劳动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学生对劳动的尊重和热

爱，以及通过劳动提升自我能力。美术活动为学生提

供了一个充满趣味和创造性的劳动平台。在完成美术

作品的过程中，学生需要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完成任

务。这种过程能够培养他们的耐心、毅力和责任感。

例如，在制作一幅复杂的剪纸作品时，学生需要仔细

地剪裁每一个细节，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这种

对细节的关注和对任务的坚持，能够锻炼学生的专注

力和毅力。同时，美术活动还能够提升学生的审美能

力和创造力。学生在创作过程中，需要不断思考如何

通过色彩、形状和构图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种思考

过程能够提升他们的审美水平和艺术素养。通过美术

活动，学生不仅能够学会劳动技能，还能够培养良好

的品德和审美情趣，实现劳动教育的育人目标
[3]
。

2 四年级班主任开展美术活动的策略

2.1 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劳动兴趣

情境创设是激发学生劳动兴趣的重要手段。通过

营造生动有趣且富有教育意义的美术情境，班主任能

够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到美术活动的魅力，

进而自然地投入到劳动实践中。情境创设不仅能够激

发学生的内在动机，还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自我、

体验成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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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班主任可以组织班级美术展览，让学生将自

己的作品展示出来。这种展示不仅是对学生劳动成果的

肯定，还能激发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竞争意识。在展

览过程中，学生可以相互欣赏、评价作品，从中获得成

就感和自信心，同时也能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和批判性

思维。为了增强展览的互动性和教育性，班主任可以引

导学生撰写作品说明，介绍创作思路和过程，让其他学

生更好地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此外，班主任还可以邀

请家长和学校其他班级的学生参观展览，进一步扩大展

览的影响力，增强学生的自豪感
[4]
。

模拟艺术工作室也是一种有效的情境创设方式。班

主任可以在班级中设置一个小型的“艺术创作区”，配

备绘画工具、手工材料等，让学生在模拟的工作室环境

中进行创作。在模拟工作室中，学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

色，如设计师、制作者、评论家等，通过角色扮演的方

式，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体验美术创作的全过程，从而

增强对劳动的认同感和参与感。例如，学生可以先以设

计师的身份构思作品的主题和风格，然后以制作者的身

份进行实际创作，最后以评论家的身份对作品进行评价

和反思。这种角色转换的过程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体验，

还能培养他们的合作能力和团队精神。

在模拟工作室的活动中，班主任可以引导学生进行

小组合作。每个小组可以负责一个特定的项目，如制作

一幅大型壁画或设计一个主题雕塑。在合作过程中，学

生需要分工协作，共同完成任务。这种合作不仅能够培

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还能让他们学会如何在集体中

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尊重他人的意见和建议。例如，

在制作壁画时，有的学生可能擅长绘画，有的学生可能

擅长构图，还有的学生可能擅长色彩搭配。通过小组合

作，学生能够学会如何整合各自的优势，共同完成一个

高质量的作品。

以“我的小花园”主题绘画活动为例，班主任可以

引导学生观察自然，将花园中的花卉、昆虫等元素融入

绘画创作中。在活动开始前，班主任可以组织学生参观

校园花园，观察不同花卉的形态、颜色和生长环境，并

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将这些元素通过绘画的形式表现出

来。在创作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运用绘画技巧，还需

要通过观察和思考来捕捉自然之美。这种将劳动与审美

相结合的活动，能够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劳动的乐趣，

同时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此外，班主任还可以引导

学生在完成作品后进行分享和交流，让学生在交流中

进一步深化对劳动的理解和认识。

在“我的小花园”活动中，班主任可以进一步引

导学生进行跨学科的探索。例如，结合自然科学课程，

让学生了解花卉的生长周期和昆虫的生态习性，然后

将这些知识融入绘画创作中。学生可以通过绘画展示

花卉从种子发芽到开花结果的过程，或者描绘昆虫在

花园中的活动场景。这种跨学科的活动不仅能够丰富

学生的知识体系，还能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会如何将不

同学科的知识进行整合和应用。通过这种方式，学生

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劳动与自然的关系，培养他们的

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5]
。

2.2 设计任务，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

手工制作活动是培养学生劳动技能的有效途径。

班主任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剪纸、泥塑等传统手工技艺

的学习。在剪纸活动中，学生需要掌握剪刀的使用技

巧，通过反复练习，逐渐提高剪纸的精细度和准确性。

班主任可以通过分步骤教学，先让学生熟悉剪纸的基

本图案和技巧，然后逐步引导学生尝试更复杂的图案

设计。例如，从简单的对称图形到复杂的花卉、动物

图案，学生在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中，不仅能够锻炼

手部协调能力，还能培养耐心和专注力。此外，班主

任还可以引导学生将剪纸作品应用于实际生活场景，

如制作节日装饰、窗花等，让学生感受到劳动成果的

实际价值。

在剪纸任务中，班主任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进行

创意设计。例如，让学生结合传统节日，设计具有节

日特色的剪纸作品。在春节时，可以设计福字、鞭炮、

生肖等图案；在中秋节时，可以设计月亮、兔子等图

案。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够学习传统剪纸技艺，

还能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相结合，提升作品的文化

内涵和艺术价值。同时，班主任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剪

纸比赛，评选出最具创意和技巧的作品进行展示，进

一步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和竞争意识。

泥塑活动则更加注重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和造型能

力。学生需要将泥巴塑造成各种形状，通过揉、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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搓等手法，将抽象的想法转化为具体的三维作品。在泥

塑活动中，班主任可以引导学生从简单的几何形状入手，

逐步过渡到复杂的动物、人物造型。例如，先让学生练

习制作简单的球体、立方体等几何形状，然后引导他们

将这些形状组合成动物的身体部位，如头部、四肢等。

通过这种由简到难的任务设计，学生能够在实践中逐步

提升自己的造型能力和创造力。此外，班主任还可以引

导学生在泥塑过程中思考如何使作品更加生动和富有

表现力，如通过添加细节、调整比例等方式，让学生在

实践中学会运用各种技巧来完善作品。

在泥塑任务中，班主任可以引入故事创作元素，让

学生为自己的泥塑作品设计一个背景故事。例如，学生

可以制作一个泥塑小动物，并编写一个小故事来描述这

个动物的冒险经历。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够提升

造型能力，还能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和想象力。同时，班

主任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泥塑故事分享会，让学生在班级

中展示自己的作品并讲述背后的故事，进一步增强学生

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

在设计任务时，班主任还需要注重任务的趣味性和

实用性。例如，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环保主题手工制作”

活动，让学生利用废旧材料制作手工艺品。这种活动不

仅能够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还能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

和创新思维。学生可以通过收集废旧纸盒、塑料瓶、布

料等材料，将其重新加工制作成各种有趣的艺术品，如

笔筒、花瓶、小动物玩偶等。在制作过程中，学生需要

思考如何将这些废旧材料进行合理利用，如何通过设计

和制作使其具有新的价值。这种将劳动与环保相结合的

活动，不仅能够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劳动的乐趣，还能

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

在环保手工制作任务中，班主任可以引导学生进行

材料分类和再利用的探索。例如，让学生将收集到的废

旧材料按照材质进行分类，如纸质材料、塑料材料、金

属材料等。然后，根据材料的特性，设计不同的制作方

案。例如，用废旧纸盒制作笔筒，用塑料瓶制作花瓶，

用布料制作小动物玩偶等。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

够学习材料的分类和再利用知识，还能在实践中培养环

保意识和资源节约意识。同时，班主任可以组织学生进

行环保手工制作展览，展示学生的创意作品，并邀请其

他班级的学生参观，进一步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和教育

意义。

3 美术活动对劳动教育的促进作用

3.1 提升学生的审美与劳动意识

美术活动的核心在于通过视觉艺术的形式培养学

生的审美能力。在创作过程中，学生需要关注色彩、

构图、线条等元素，这些细节的处理不仅提升了他们

的艺术素养，也让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劳动的精细与

价值。例如，学生在绘制一幅风景画时，需要仔细观

察自然景观的色彩变化、光影效果以及物体的形态特

征。这种对细节的关注与处理，不仅锻炼了他们的观

察力和表现力，也让他们认识到劳动的细致与耐心是

创造美的重要前提。

同时，美术活动通过作品的展示与评价，进一步

强化了学生对劳动成果的尊重。当学生将自己的作品

展示出来，无论是通过班级展览还是学校的艺术节，

他们都能感受到自己劳动的价值。这种价值感不仅来

自于作品的审美价值，更来自于劳动过程中的付出与

努力。通过这种方式，学生逐渐形成对劳动的尊重意

识，理解到每一份劳动成果都值得被尊重，无论是艺

术创作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实践。

3.2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

美术活动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创新空间，这

种空间不仅体现在创作材料的选择上，更体现在创作

思路的拓展上。在创作过程中，学生需要运用自己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将抽象的想法转化为具体的作品。

这种从创意到实践的过程，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还能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

例如，在设计环保主题的美术作品时，学生需要

思考如何通过艺术形式表达环保理念。他们可能会选

择使用废旧材料进行创作，如将废弃的塑料瓶改造成

花瓶，将旧报纸制作成纸浆雕塑等。这一过程不仅锻

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还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会了如何

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这种对

资源的再利用和创新思维的培养，不仅符合环保理念，

也体现了劳动教育中对资源节约和创新精神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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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美术活动开展劳动教育，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

劳动兴趣，培养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新思维。美术活动

与劳动教育的深度融合，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

体验，还促进了他们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对于四年

级班主任而言，巧妙地利用美术活动开展劳动教育，

能够让学生在艺术创作中体会劳动的价值，培养他们

的责任感和创造力，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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