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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随着新课改的进一步实施，美术课在普通高中的课程中占有了一定的比例。美术鉴赏是普
通高中美术课程五大系列中的第一系列，对提升高中学生美术素养和审美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该课程具
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和重要的课程价值，不仅本身是一个具有独立学科价值的模块，而且也能渗透到其他各
个系列和模块中，对其他各模块学习起到引导和辅助作用。目前，新课程下的美术鉴赏课对教师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多样化教学让学生在愉悦的环境中接受鉴赏知识，获得审美感受，培养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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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美术鉴赏课的内容是以美术作品为主，美术作

品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合，其中蕴涵了丰富的内

涵。美术作品能够反作用于社会，这种反作用主要通过美术

作品的接受环节产生，美术鉴赏课正是一种有计划有目的的

美术作品接受过程的课程。在美术作品的接受中，观者的参

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同的观者即使面对同一件美术

作品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而导致观者不同的因素又有太

多。据此我提出立足于课堂，注重分析作品和学生特点，在

可设置的众多问题中有选择地设置切合学生特点的问题展

开教学的方法。我想，在普通高中阶段发展学生的思维能

力、情感态度、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创造能力、学习方法等还

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看，通过对问题的巧妙

设置能够最大限度地开拓学生思维，使美术教育起到学科本

体以外的教育功旨。
美术鉴赏是普通高中美术课程五大系列中的第一系列，

对提升高中学生美术素养和审美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该课

程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和重要的课程价值，不仅本身是一个

具有独立学科价值的模块，而且也能渗透到其他各个系列和

模块中，对其他各模块学习起到引导和辅助作用。目前，新

课程下的美术鉴赏课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让学生

在愉悦的环境中接受鉴赏知识，获得审美感受，培养正确的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呢?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点切入:

一、教师要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在教学中要注意体现

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努力创新教学设计，激发学生兴趣，引

导学生积极参与，激活美术课堂。
在以往的美术听课过程中我们发现，高中生对美术课的

参与热情不够，究其原因，其一，是学生对本学科基础知识储

备太少，兴趣不足; 其二，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美术课程并非

学生主修课程，在学生看来，只要修够学分便可万事大吉，顺

利毕业。因此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也只是顺着教师的思路

走，很少主动思考并提出问题。那么要改变这种尴尬的教学

现状，教师就要力求在教学过程中以活泼多样的课程内容呈

现形式和教学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参与鉴

赏活动 例如: 我在上一堂关于梵高作品的欣赏课时，就根据

课改的精神，转变教学模式，把美术鉴赏课堂让给了学生，让

学生参与到讨论中来。这时候学生就是主体，大多数学生对

于梵高还是多少有些了解的，我让他们随便说说他们心中所

认识的梵高，再说说他的作品等，顿时教室里的气氛活跃了

许多，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与此同时，我就开始主动引导学生，介绍作品的背景，介

绍了作者文森特·威廉·梵高( 1853 年 ～ 1890 年) ，荷兰后印

象派代表性画家。1853 年 3 月生于荷兰乡村的一个新教牧



师家庭，他充满幻想，爱走极端，在生活中屡遭挫折和失败，

最后投身于绘画，决心“在绘画中与自己苦斗”。早期因为表

达内心的悲痛，曾割断了自己的耳朵。1890 年 7 月 29 日在

法国瓦兹河畔因困扰其多年的精神病发作自杀身亡。早年

经商，后热衷于宗教，早期作品受印象主义和新印象主义画

派影响，代表作有《食土豆者》、《塞纳河滨》等。在介绍了其

基本常识后，学生们开始感兴趣了，这时候我又介绍了课外

读物《梵高传》。然后，结合多媒体教学，给他们放了一小段

关于画家梵高的纪录片。可以肯定的是学生们不再对这个

课堂那么排斥了，最后我让学生自主理解作品，很显然，效果

不错。
继而我说到: 看到一幅作品不能只能看到它好看不好

看，要更多地了解它，最后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才是真正属

于艺术美，美术作品是由艺术家创造的第二自然，艺术之美

有多种具体表现形式。由于亲身参与，学生听得都很认真，

积极性也很高，很容易便理解了艺术之美的概念，真正体会

到美术作品的价值所在。
二、指导学生懂得美术鉴赏的基本方法，了解基本的美

术元素和美术术语，能有的放矢地描述分析、解释和评价艺

术作品 例如: 点线面、黑白灰是绘画造型艺术最基本的艺术

语言，各因素之间需要遵循对比与和谐统一的关，通常画家

会通过光影明暗营造画面层次，充分表现色调的变化，描绘

出立体的物象以及精细而微妙的局部变化，从而表现出客观

物象的结构质感和空间等，想如实地客观地再现客观世界可

运用具体表现手法; 想对客观世界进行主观地表达，可运用

抽象的表现手法等。如此，学生通过这些知识，可从感性认

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更全面地理解鉴赏美术作品。
三、教学过程中可采用多媒体教学，创设更为理想的教

学环境; 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综合运用声音、图象动画视频

剪辑等手段，化复杂为简单，化理性为感性，化静态为动态，

尽可能利用有限的几分钟来体现世界美术领域成果的丰硕

性，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例如，在课堂上利用多媒体教学，可图文并茂，完整系统

地把各个时期各位艺术家生平及代表作的风格特点所属流

派介绍给学生，让高中学生更为清楚地认识中外美术发展

史，领略大师创作的特点和风格，在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理

解美术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 了解任何美术作品都不是

孤立的，而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创造出来的; 艺术家在创

作艺术作品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环境个人成长经历的影

响。
四、高中美术鉴赏与其他学科一样，也担负着德育的教

育功能。在教学过程中，应向学生充分展示我国几千年的丰

富文化和艺术，引导学生理解中华艺术的深刻内涵，体验中

国艺术独特的语言和表现形式，感养学生对祖国受中华民族

精神，培养对优秀文化的热爱，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

感。当然，在增强民族传统教育的同时，也应该引导学生正

确看待世界文化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交流日益增

多，美术鉴赏这一课程应向学生展示丰富的艺术形式，从不

同角度分析作品，理解作品，尤其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

艺术形态了解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达到尊重世界的 多元文化

的目的。
总而言之，作为高中美术教师，应认真研究领会课标教

材的精神，在教学过程中突破传统美术鉴赏课、依赖讲授法

教学的通用程式，采用多种形式，积极鼓励拓展思维，强调学

生自主创作性思维方式，教师应在学生认识的基础上加以总

结提升，避免过于理论化，注意结合作品的文化背景和学生

生活经验来创设情境，帮助学生学习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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