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计课堂中数字化学习的实践与研究

内容摘要：
在⾼中阶段，通过运⽤现代化⼀对⼀数字技术进⾏全新的美术

教学。注重对学⽣审美能⼒的培养和创新思维的开发。通过数字化
练习、思考、讨论、欣赏、平台分享等⼀系列学习活动，学⽣在更
有趣的学习过程中掌握⾊彩的基础知识，提⾼对⾊彩的认知能⼒、
表现能⼒、欣赏能⼒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培养学⽣核⼼素养。

   《玩⾊彩》⼀课是利⽤⼀系列现有的数字化教学辅助软件资源带
动⼀对⼀数字化学习的开展，以学⽣为中⼼的⾃主，探究和合作式
学习。学习内容贴近学⽣⽣活实际，综合应⽤设备和教学资源，把
⾼互动，⾼透明，⾼⾃主等特性带到课堂。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探
索美术课堂应⽤⼀对⼀数字设备有效教学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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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近年来全球很多国家已经开展了⼀对⼀数字化学习的相应实践。

我们国家也在这⽅⾯做了很多尝试和探索。⼀对⼀数字化学习的纲
要是以学⽣为中⼼的⾃主、探究和合作式学习。之所以⼤⼒发展⼀
对⼀数字化学习是由于它较之前的⼀对⼀信息化教育模式来说所具
备的特点和优势更突出，之前的模式更多地体现在为⽅便教师资源
共享、资源探索、课堂上形象地突破教学重难点服务，是作为⼀种
技术对课堂教学进⾏辅助，改变的仅仅是教师的⾏动。⽽⼀对⼀数
字化教学作为⼀种新的教育模式，则要求教师在课程改⾰的核⼼理
念的指导下，本着以学⽣的发展为中⼼的原则，创设相对宽松的数
字化学习环境，让学⽣进⾏个性化学习，它改变的是教师的理念，
学⽣的发展。《玩⾊彩》⼀课是利⽤⼀系列现有的数字化教学辅助
软件资源带动⼀对⼀数字化学习的开展，以学⽣为中⼼的⾃主、探
究和合作式学习。学习内容贴近学⽣⽣活实际，综合应⽤设备和教
学资源，把⾼互动，⾼透明，⾼⾃主等特性带到课堂。通过课堂教
学实践，探索美术课堂应⽤⼀对⼀数字设备有效教学的实践经验。
⼀、互动授导



在导⼊过程中，密切联系教学⽬标和本课重点，激发学⽣的兴
趣和求知欲，深⼊展开上⼀节课的拓展知识。我在设计之初提前做
好了充分准备，设计了⼀份电⼦学案，通过平板下发电⼦学案，学
案要求学⽣⽤电⼦设备和PIGMENT软件对荷兰⼤师蒙德⾥安著名的
“格⼦画”进⾏再创作。将练习图⽚通过微信学习群和苹果设备的
AirDrop功能下发给学⽣，让学⽣分组讨论⽣活中⾊彩搭配得喜好，
在轻松和谐的⽓氛中利⽤回忆学过的⾊彩基础知识来完成⾊彩填充
练习后上传，分组派代表讲解⾃⼰的练习中⽤到的⾊彩知识，整个
练习过程轻松⾃由，学⽣思维始终处于积极活跃和探究状态，不仅
复习了上节课的⾊彩知识⽽且也为下⼀个教学环节作了⼀个很好的
铺垫，达到了复习的⽬的。
⼆、软件辅助
现代的平板设备⾮常的普及，APP设计⾮常的多样化和⼈性

化，学⽣既感兴趣使⽤过程中又容易操作，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我让
学⽣⾃⼰选择便于使⽤的绘图软件，学⽣在经过综合分析实践操作
后，选⽤了PIGMENT软件进⾏课堂练习。在这个教学任务中我要求
学⽣将我提前准备好的⽩底⿊框的“格⼦画”进⾏填⾊练习，根据所
学⾊彩知识填充出⾊相的邻近⾊、类似⾊、对⽐⾊和互补⾊等⼏种
不同效果的“格⼦画”，通过⾊彩搭配和⾯积⼤⼩的变化填充出不同
效果的⾊块，使蒙德⾥安“格⼦画”的⾊调看起来给⼈⼀种全新的视
觉刺激和⼼理感受。PIGMENT软件的功能设计是以任何形状的⿊框
为边界，⼿动点击将⿊框内的⽩⾊区域填充⾊彩，并且可以任意搭
配和修改颜⾊，操作⾮常简便，完全适⽤于我设计的教学任务。学
⽣们可以尝试多种⾊彩搭配⽅式，轻松完成课堂练习，提⾼了课堂
效率增加了上课的趣味性，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另外，在第⼆个教学任务中我让学⽣运⽤了美图秀秀这个软件，

这款软件⽼少皆宜被很多⼈熟知，但是⼤众在运⽤美图秀秀软件时
⼤多是运⽤⼀些⼀键式的简易操作，通过⾃动效果直接进⾏美图，
并没有从美术设计的专业⾓度去深⼊开发过它的功能，我通过这个
任务启发学⽣充分发挥美图秀秀的专业功能，例如应⽤亮度调整、
对⽐度调整、饱和度调整、⾊温调整、⾼光调节等⽅法去进⾏专业
的⾊彩调节，通过⼿动调节和⼈眼识别使学⽣运⽤所学的⾊彩知识
按照⾃⼰的审美情趣进⾏多种尝试，有的学⽣为⾃⼰喜爱的偶像进
⾏图⽚修整；有的学⽣热爱风景摄影，将⾃⼰拍摄的风景图⽚调整



成美国⼤⽚的效果。这些调整好的图⽚展⽰给学⽣们全新的视觉效
果，课堂上的学习⽓氛⾼涨，很好的完成了学习任务。
三、平台分享
在课堂上我建⽴了学习群组，学⽣把作品都发送到⼩组讨论平

台，在这⾥孩⼦们畅所欲⾔，有的谈⾃⼰的设计思路，有的征询创
作意见，其他同学也都说出了⾃⼰对其他⼈作品的感受，通过交流
学⽣不但对⾃⼰的作品有了全新的认识和全新的想法，同时也帮助
其他⼈对作品进⾏了再创作。在班内分享后我⿎励学⽣通过发送朋
友圈、QQ空间和微博等形式进⾏了更⼴泛的分享和交流，通过分享
使得学⽣学习的过程延展为⼀个更为⼴泛的经验、技能、甚⾄是知
识的创作过程。再分享的过程中不同⼈的审美，跨⽂化的交流成为
了⼀种更⾼级的学习过程，学⽣对这种分享形式乐此不疲，甚⾄有
的学⽣利⽤直播软件将⾃⼰的创作过程和设计思路进⾏及时分享，
学⽣的学习热情空前⾼涨。这种传播领域的结合离不开数字化⼯具，
数字化学习⼯具为我们的美术设计教学带来了新的契机。
在课后我们进⾏了设计作品展评的活动，学⽣将⾃⼰的作品制

作成微信的图⽂消息，利⽤班级公众号进⾏了发布，同时发起了投
票活动，组织全校师⽣为⾃⼰⼼中最佳作品进⾏投票，学⽣的学习
过程得到了⼴泛的关注，学⽣的设计作品引起了深度讨论，⼤家都
惊讶于同学们在课堂上运⽤简单软件制作出的精美图⽚，平板软件
应⽤于美术设计成为了话题，很多师⽣都向优秀作品的作者请教软
件使⽤的窍门，学⽣们从此次活动中体会了将⾃⼰⼀些喜欢的东西
创作出来这个过程是多么的享受。其中有⼀个学⽣说：“我将来期望
能够做⾃⼰的品牌设计，最终实现思想和双⼿的⾃由，把理想变为
产品并期望得到⼴泛应⽤。”
以前这节课的学习⽬标是使学⽣学到⾊彩知识，是要让学⽣了

解到：⼤⾃然中的⾊彩千变万化，丰富多彩，提⾼对⾊彩的认知能
⼒、表现能⼒、欣赏能⼒。同时也培养学⽣的创新精神和评判能⼒，
敢于在⼤师的作品上进⾏创新，乐于在⾃由宽松的氛围中发表见解，
有效地参与评价和交流，在这节课学习中使⼤家的审美情趣、知识
能⼒和情感等⽅⾯在原有的基础上都得到促进和提⾼。
但是今天，我们通过⼀对⼀数字化学习的模式，让学⽣感受到

进⼊以多媒体和⽹络技术为核⼼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加速
了⼈类迈向信息社会的步伐。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学⽣的学习和交



流打破了过去时空界限。在信息化的⼤环境下，孩⼦们所⾯临的学
习环境更为复杂和丰富，利⽤⽹络等⼿段随时随地地获取各类信息
和资源，随时随地的学习，正逐渐成为他们所熟悉的⽇常⽣活。以
数字化为⽀柱的信息技术已成为拓展学⽣能⼒的创造性⼯具，信息
技术应⽤到教育教学过程后，逐渐形成了数字化的学习环境、数字
化的学习资源和数字化的学习⽅式，引导学⽣们享受这个数字化的
学习过程，让更多的学⽣和教师从数字化教学中受益来不断提⾼教
学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