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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学讲方式下的美术鉴赏课堂教学情境创设 
黄海丰 

（江苏省丰县华山中学  221700） 

摘要：本文通过对徐州市推行的“学讲方式”的校本化、学科化的教学实践反思，围绕美术鉴赏课堂教学的情境创设，论述了
美术鉴赏课堂中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教学引导、当堂检测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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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讲方式是徐州市推进课改在“学讲计划”中提出的一种

教学方式。学讲方式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要学习方式，以合作
学习为主要教学组织形式，“学进去”“讲出来”的学习导向成
为其鲜明的特点。丰县华山中学在推进学讲计划中，基于学讲
方式“自主先学”“小组讨论”“交流展示”“质疑拓展”“检测
反馈”“小结反思”等基本环节对课堂教学进行探索，形成了“三
学一测”的课堂教学模式。“三学一测”，“三学”即“自学”“互
学”“导学”，“一测”即“当堂测验”，在不同学科、不同课型
上有着不同的组合和表现形式。经过长期教学实践，美术鉴赏
课的“三学一测”中的“学进去”“讲出来”，显现出情境教学
的特点。 

一、自主学习的问题交互情境创设。 
问题交互是课堂中常用的教学情境。它既是课堂教学中的

对话与倾听的方式之一，也是师生交流和知识生成的途径。[1]

问题交互情境下自主学习是双重性的自主体验。[2]自主性表现在
主动参与和学后反思，但自主性程度和学习行为因人而异，不
同阶段也会有所变化，环境影响主动表现，自主学习是渐进的
过程。因此，教学情境的创设应有利于引导、激励学生的问题
意识和自我动机。美术鉴赏课一般是不进行课前预习的，那么
如何调动课前的知识呢？我们通过创设联系学生生活阅历的问
题，以学生熟知的场景、作品和问题，引导学生有效自主学习。
例如，以校园园林设计结合“为什么说中国园林以山水画为蓝
本”的问题创设问题交互情境，学生很快能从熟知的校园环境
形成的教学情境进入问题交互，由此开始，整个课堂包括课后，
看到园林学生总会联系到校园和中国园林设计的原理，轻松实
现真的“学进去”。 

二、合作学习的同伴互助情境创设。 
合作学习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情境中学

生的自主学习建立在“分工”和“同学”的基础上。[3]那么，如
何在美术鉴赏“互学”中让小组成员自主分工并主动参与呢？
我们需要为“互学”创设合作学习情境以促成“共同体”的形
成。在小组互助的情境创设中，我们既要以问题进行分工引导，
让学生在问题分解中迅速找到自己的角色，充分调动组织型、
参与型、分工型等不同学生的学习动机，促成融洽的合作学习
环境。同时，恰当运用小组间的“争议”，“互学”成员各抒己
见，在争辩中实现互学的激励、促进作用。例如，在《追求生
活的真实——欧洲现实主义美术》中，给各组分配好作品后，
引入“我组鉴赏的作品最真实”，合作、争辩、互学的情境油然
而生。 

三、教学引导的任务管理情境创设。 
在学讲方式中，教师是组织者、引导者，常常通过任务管

理推动课堂进程。美术鉴赏教学中，教学情境的创设，包括情
境导入、问题创设、感知体验、实践探索等多个环节，情境各
不相同，教师要“隐身般”的“存在”，从旁引导，进行任务管

理，充分发挥教学设计的作用和情境的感染力，让学生始终在
情境中完成审美学习过程。例如，《美在民间——中国民间美术》
一课，以寻找身边生活中的民间美术作品的情境导入，抛出“民
间美术美在哪里”的问题，量贩式欣赏民间美术作品，分组讨
论不同分类民间美术作品的特点及其共同的特点，模仿大阿福
和兔儿爷的表情，选书上一幅最喜爱的民间美术作品简单临摹
一下，思考民间美术和高雅美术的关系，学生始终在任务情境
中体验、感悟，成功的情境创设才能让老师隐身引导。 

四、当堂测验的审美体验情境创设。 
“讲出来”是什么？在刚刚学习实践学讲方式的时候，大

家都很困惑。随着实践的深入，对“讲出来”的理解也越来越
准确了，例如做出来是数学课堂“讲出来”的一种方式，唱出
来是音乐课堂“讲出来”的一种方式。美术课的“讲出来”也
是审美过程的一部分，是审美体验感悟的过程，包括自学、互
学、导学和当堂检测。美术课堂的“讲出来”有更多的方式，
例如用语言描述出来、用表情动作模仿出来、用线条画出来、
用不同的音调唱出来等等。作品、问题、方式、师生反映等等
构成的美术鉴赏“讲出来”有着更加丰富的形式，同时恰当的
形式、活跃的氛围使当堂检测审美体验的情境更具吸引力。例
如，《从传统走向现代》一课，通过谈不同距离对印象派作品的
感受，模仿《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中人
物的动作表情，用简单的线条临摹梵高的向日葵等等小的当堂
测验环节，幅度不大，在情境中学生能够以审美的方式“讲出
来”，自然的将“一测”和“三学”有机结合起来，融入整体课
堂教学情境，而不是单纯为了“测”而测。 

教师是课堂情境的创设者、参与者，围绕学生学习充分调
动生活展现、实物演示、图像再现、音乐渲染、表演体会、语
言描述等各种情境要素，巧妙设计、引导、生成入情入境的课
堂教学，才能促成学生的自主学、主动学、合作学，让他们可
以在情境中轻松愉快的“学进去”，自然顺畅的“讲出来”。 

(本文系徐州市中小学教学研究第十一期课题《微视角下审
美情境建构高中美术课堂的研究》项目编号：KT11006 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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