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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改的进行，审美能力的培养也逐渐引起老

师和家长的关注，而高中时代是一个学生可塑性较强的

一个时期，所以审美能力的培养逐渐成为高中美术鉴赏

课的主要目的，要让学生知道何为美，并且懂得如何辨

别美，认知美。这是现今高中美术鉴赏课主要需要做到

的一个事情，那么高中美术鉴赏课如何培养学生审美能

力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方面。

1  学校方面

1.1 加强相关投入
学校对于美术方面的投入一般较少，想要培养学生

的审美能力，首先需要加强美术方面的投入，只有加强

美术鉴赏课中各项的投入，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审美

能力，加强投入包括例如购买相关美术作品的模板以及

在美术教学中的各种教具、进行美术写生的场地等，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更多的相关投入更能促进美

术鉴赏课程的开展以及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好的美术

模板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教材，在耳濡目染

之中对于不同的美术作品也会有一定的鉴赏能力。

1.2 吸收美术人才
要想在不同美术鉴赏课中对学生的审美能力有不同的

锻炼培养，就需要有真正懂得美术作品的“美”在何处的

人才来为学生进行讲解传授，自古以来都是口传心授，尤

其是对于一些抽象的概念更是难以具体解释，同时也需

要有专业的教师进行一定的传授，现今对于美术类的人才

较为稀缺，尤其是在高中，对于审美与美术作品的鉴赏类

的人才与岗位并不是很多，很多美术老师更加擅长教授

绘画技巧等，对于鉴赏并不是很专业，所以学校应当招收

更多的专业老师担当美术鉴赏老师，根据不同作品给学

生讲解精髓所在。这样更加有利于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

1.3 增加相关活动
学校现在的美术鉴赏教育更多地停留在课堂阶段，

实践出真知，在课堂教授的理论知识想要转化为学生的

审美能力，更多要依靠实践进行检验和锻炼，所以学校

应当适当增强文化方面的活动，尤其是对于学生审美能

力有所提升的活动，例如适时进行绘画比赛以及书法学

习等，使学生领略在不同的活动中来提升鉴赏能力，从

而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2  教师方面

2.1 先学后教——倡导学生主体性
在任何能力与知识的学习过程中都是以学生为主体

的，学生是学习的主要完成者。教师在鉴赏教学过程中

首先应该先学后教，倡导学生的主体性，在学习过程中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之前先让学生独立思考或者

互相之间进行小组讨论，在课堂上要引起话题，引导学

生们积极发言，适时提供一些意见，在学生思路有所偏

差的时候加以引导。在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学生的互动，

美术鉴赏绝不是教师一个人的独角戏，在作品讲解与剖

析的过程中，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变化与想法，加强师生

之间的互动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将作品的鉴赏与学

生共享，左到如上两点才能够最大程度上促进高中学生

的审美能力水平的提高。

2.2 教学形式多样化——激发学生创造性
教师在鉴赏类课程的教授过程中一般的教学形式较

为传统，主要以讲解为主，学生难以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进而对于美术作品艺术作品的鉴赏未有学到精髓，长此以

往对于审美能力的提高效果甚微，笔者从教师教学形式的

角度出发提出了几个较为新颖的教学形式以激发学生的

创造性与领悟性，进而达到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的效果。

2.2.1 话剧形式
此方法一般适用于多角色或者多场景的艺术作品中，

对于角色较多的场景，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角色之间

的揣摩与模仿，根据作品中角色的特点进行分角色饰演，

并对自身的角色进行深度的剖析，这样就使得学生对于人

物自身，人物之间关系等有了较深的了解，这时候学生的

带入感较强，同时老师在旁边适当进行引导讲解，对作

品中所涉及的专业手法精华之处进行讲解，这样学生对

于作品的鉴赏能力也是时刻上升的，长期的如此可以提

高学生的创造力，对于学生的审美能力提升也较为明显。

2.2.2 类比形式
对于类比形式，其实在日常的教学之中已经有所涉

猎，教师会针对某些关联性较高的作品，对多作品之间

进行对比，比较不同作品之间的相关性与差异性，这样

对比记忆有助于学生对于作品的记忆加深和鉴赏能力的

提高，同时可以引导学生对经典作品来说，自行寻找类

似的作品进行解读，并与教师交流，从而还可以进行模

仿深化，学习到艺术作品的精妙之处并加以学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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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

2.2.3 以图说话
对于图画类的艺术作品来说，是动与静的有机结合，

绘画作品通常是静态的，但是其中涉及的人物情感等则
是动态的，所以在教学形式上就能够以图说话，根据图
画类艺术作品，让同学们畅所欲言，或者以此画作为题
目进行相关的对话或剧本创作，结合话剧形式，可以更
好地起到理解画作核心内容，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建立
交流纽带，从而互助互利，更快的提升自身的审美能力，
也以头脑风暴的模式对画作进行二次创作以加深理解。

2.3 善于突破——人文性与创新性
2.3.1 人文性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艺术作品不仅仅要高屋建

瓴，使作品“高大上”，同时艺术作品源于生活并高于
生活，在对艺术作品向学生的讲解过程中，要针对其的
创作根基赋予其人文性，高中时代的学生文化课作业繁
重，同时对于艺术作品不是要掌握更加高级的绘画技巧
等，教师引导学生学习作品中难能可贵的人文精神，从
而达到陶冶情操的目的，同时所说的人文化的素质也是
现今的一项综合类的素质，在单一学科极少能完全体现，
而在高中阶段，学生所学许多科目已经变为独特性质的
一些枯木，例如数学学科，英语学科等，但是美术作为
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在美术鉴赏的过程中，对于其
他特色性较强的学科也是一个补充并学习的状态。美术
鉴赏为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科学与艺术互相渗透的一个
学科，可以说是“美”的综合体现，所以对于教师来说，
不仅仅要教授学生鉴赏的能力，同事要以人文精神为纽
带，提升高中学生的德育人文水平以及其鉴赏审美能力。

2.3.2 创新性
艺术作品作为蕴含较为丰富的综合体，在学生的理

解读过程中，教师不应该是因循守旧的，一千个读者眼
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对作品的解读是多种多样的，
在学习鉴赏之中要鼓励学生有自己的想法，表明对于艺
术的解读只是角度的问题而并无对错，也不是先入为主
以老师的思维将学生的思维限制住，要鼓励学生具有创
新性，这样学生将更容易学习以及超越，具有创新性思
维的学生对于审美能力的学习与提升是极为迅速的。

3  学生方面

3.1 养成时刻鉴赏的习惯
其实不仅仅是对于艺术作品，对于高中学校教学与

生活中“美”的存在我们时刻应当以鉴赏的角度与眼光
去看待，尤其是真正美术鉴赏课程之中的，以教师为引
导，以学生为主体，以美术鉴赏为纽带组成的一个真正
培养审美能力的一个有机体，时时刻刻保持鉴赏的眼光，
不仅可以让自己在不断认识中进步，从而独具慧眼，培
养自己的审美能力，还可以增广自己的见识与视界，在
美术鉴赏的课堂上学习到广阔天地的魅力。不仅如此，

在课堂外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深化探究，在有限的课
堂时间中，班级之中学生数量众多，同时每节课需要容
纳的内容也较多，所以对于美术作品的鉴赏可能并不是
很到位，所以在课余时间同学们可以积极地进行沟通，
同时也可以利用互联网，微信，QQ等交流的工具进行
课下师生的交流，将课上未讲明白的部分进行套路，吃
透并领略其中的美丽之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时刻养
成鉴赏的习惯，利用好其余的时间，高中美术鉴赏的课
程对于学生的审美能力的提升是非常可观的。

3.2 多渠道审美能力培养
对于学生自身来说，审美能力的培养不只是高中美

术鉴赏课堂之中所能够完全决定的，在自己的课余时间
内，要进行不同渠道的审美能力进行培养，例如参加画
展，与家长共同在网上欣赏美术作品，在同学之间进行
美术作品鉴赏的交流，对于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画作
分别进行赏析，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就可以培养提高自
身的审美能力。

4  家长方面

除了学生、学校、教师的方面之外，学生审美能力
的提高还来自家长的方面，因为高中学生除了大部分时
间在校之外，还有很长时间是在家中的，所以家长所占
的比重并不比学校少，对于家长来说，要多带孩子接触
美术作品，并且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多加引导，引领孩子
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对美术作品的感官，多多思考。此外，
更多的是要家长与学校老师联合，根据高中美术鉴赏课
程的具体课堂内容，在家庭教育中深入引用，这样才能
够真正地做到与课堂的美术鉴赏所结合，发挥家长的积
极作用，有利于提高孩子的审美能力。

5  结语

总而言之，中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主要依托于学校
方面，在高中美术鉴赏课堂之中，发挥学校、教师、学
生本体的各方面作用，在学校方面加大投入与美术艺术
方面人才的引进，增添相关的课外活动；对于教师方面，
需要更多的引导学生，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以学生主
动学习为主，同时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利用多样性的教
学方式以吸引学生并且带领学生进入美术作品当中，体
会其情感与艺术效果，从而提高鉴赏能力，还要增强作
品的人文性与创新性，加入德育元素，引导学生发散思
维，多角度解读；学生自身方面要时刻养成鉴赏的习惯，
采用多渠道提升自身美术鉴赏能力；家长方面在创造条
件的前提下要积极配合高中美术鉴赏课程的具体安排，
针对学生自身进行相关的家庭教育，这样更能与学校对
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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