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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艺术鉴赏 
◆杨德林 

（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419200） 

 
摘要：艺术鉴赏指运用你的视觉、听觉、感觉等，结合相关知识与生活
经历对文化知识艺术作品进行感受、体验及联想判断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你可以体会到艺术的美好与艺术家的高超，获得审美享受，同样，
也可以在艺术鉴赏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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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无论是欣赏美术、音乐或者雕塑作品，艺术鉴赏的能力越来

越适用于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学生学习艺术鉴赏的必要性也在新
课改的不断发展中得到体现。因此，本文从学习艺术鉴赏的重要
性出发，浅谈如何正确启发、进行艺术鉴赏教学。 

一、学习艺术鉴赏的重要性 
1.1 艺术鉴赏作为人们的审美活动，往往以一个或者多个艺

术形象为对象。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更关注精神需求，而
艺术鉴赏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美能力的提高，有
助于提高对事物的认知度和开拓思维，能够让人们更加合理和客
观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形成良好的价值观。一方面，生动的
艺术作品往往会唤起欣赏者的某些形象记忆、对生活的再思考，
从而获得情感上的满足感；另一方面，欣赏者通过画家艺术作品
的艺术形象、表达的情感，画家的生平事迹产生联想，具体、系
统地了解艺术作品，自然而然地就会更容易接受画家对生活的表
现。 

1.2 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有着独特魅力，它的存在对
生活、社会都产生着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艺术能够启发人们的
认知、活跃人的思维。如，我们可以从画面中一块光亮的大红色
认知太阳、苹果，甚至联想到其他相似的物体；可以寥寥几笔表
现人的姿态、动作；可以通过画面表达情感；可以用图像语言诉
说事情。艺术还能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
艺术交流情感，通过绘画、音乐、诗集等艺术作品表达爱情、友
情、感恩等。人们可以通过艺术提高审美能力，以此从生活中发
现美、享受美。 

1.3 艺术在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随着人们物质水平的提
高，更多的人寻求精神需求，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更高的要求，
而艺术就自然而然地充当了生活的调和剂。在生活中，人们深切
感受到了艺术教育对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有助于培养
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新一代。艺术在提高全民素养、增
强文化软实力、提高生活品质等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与意义。生活中到处存在着艺术与艺术品，只要人类生存活动就
会有艺术的存在。每个人都是个艺术家，我们的整个人生其实就
是一件价值非凡的艺术品。生活中的艺术是不可替代的，是人们
智慧的结晶。它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更高于人们的生活。 

1.4 艺术鉴赏是人们以艺术形象为对象的一种审美活动，是
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美育社会功能的重要环节，也
是一种通过艺术形象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活动。 

二、如何更好的进行艺术鉴赏 
2.1 注意 
2.1.1 鉴赏艺术作品，显然离不开注意的心理功能。艺术鉴

赏的 初阶段。就需要鉴赏主体的整个心理机制进入一种特殊的
审美注意或审美期待状态，从日常生活的意识状态进入到艺术鉴
赏的审美心理状态之中，使主体从实用功利态度转变为审美态
度。 

2.1.2 在艺术鉴赏中，注意这个心理功能还有另外一个重要
作用，这就是把感知、想象、联想、情感、理解等诸多心理要素
指向并集中于某一特定的艺术作品，并且保持相当一段时间的注
意稳定性。 

2.2 感知 
2.2.1 艺术鉴赏心理是以感知为基础的，它包含感觉和较复

杂的知觉。 
2.2.2 艺术鉴赏活动的真正开始是感知艺术作品。艺术作品

首先是以特殊的感性形象作用于人们的感觉器官。艺术之所以区
分为视觉艺术（如绘画）、听觉艺术（如音乐）和视听艺术（如
电影），正是由于这些艺术门类采用了不同的艺术媒介和艺术语
言，因而作用于人们不同的感觉器官。 

审美感知在表面上是迅速地和直觉地完成的，但它却是人的

一种积极主动的心理活动，在感知的后面潜藏着鉴赏主体的全部
生活经验，还有着联想、想象、情感、理解等多种心理因素的积
极参与。 

2.3 联想 
联想可以分为接近联想、相似联想、对比联想、因果联想、

自由联想和控制联想等。 
联想在审美心理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联想，

不仅使得艺术形象更加鲜明生动，而且能使感知的形象内容更加
丰富深刻，从而使艺术鉴赏活动不只是停留在对艺术作品感性形
式的直接感受上，而且能够更加深入地感受到感性形式中蕴含的
更为内在的意义。音乐欣赏中，联想这一心理活动大量存在。 

艺术鉴赏中的联想必须以艺术作品和艺术形象作为依据，不
能离开作品的内容和情绪。这种联想应当是在作品的启发下。针
对艺术形象而进行。 

2.4 想象 
艺术创作不能离开想象，艺术鉴赏离开了想象，也同样无法

进行。想象可以分为创造想象和再造想象两种类型。艺术鉴赏活
动以再造想象为主，同时也包含有一定的创造想象。艺术鉴赏活
动中的想象与艺术创作活动中的想象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作为想象。二者都是飞跃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变化
无穷，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但是，前者又必须在后者的基础上
进行。鉴赏主体的想象必须以艺术作品为依据，只能在作品规定
的范围和情境中驰骋想象，艺术作品对鉴赏活动的想象起着规
定、引导和制约的作用。 

2.5 情感 
艺术鉴赏中，情感作为一种审美心理因素也有着非常重要的

地位与作用。强烈的情感体验，正是审美活动区别于科学活动与
道德意识活动的人为显著的特点。 

艺术鉴赏活动中，情感总是以注意和感知作为基础。心理学
认为，人的情感总是针对特定的对象而产生的。世界上没有无缘
无故的情感，日常生活中人们常会触景生情,在艺术鉴赏中也有
这种情形。 

艺术鉴赏中由艺术对象所激发的主体的情感性，既表现为情
感性的感动，产生强烈的喜怒哀乐，又表现为心灵性的领悟，能
决定情感的去从是非，并且往往是在感动中有所领悟，在领悟中
又倍加感动。审美鉴赏中的情感性既不只是感性认识的产物，也
不只是理性认识的反应，而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融合为一的结
果。 

艺术鉴赏中的情感又与联想和想象密不可分。一方面，联想
和想象常常受到鉴赏主体情感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联想和想
象又会进-步强化和深化情感。因此，鉴赏中的联想与想象总是
以情感作为中介的。 

2.6 理解 
艺术鉴赏心理中的理解因素，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广泛

渗透在感知、情感、想象等心理活动中，构成完整的审美心理过
程。因此，审美心理中的理解因素，不同于通常的逻辑思维，而
是往往表现为-种似乎是不经思索直接达到对于艺术作品的理
解。 

艺术审美心理中的理解因素至少有以下三层含义：首先，对
于艺术作品内容的鉴赏离不开理解因素；其次，对于艺术作品形
式的鉴赏离不开理解因素； 后，对于每一部艺术作品内在意蕴
和深刻哲理的认识，更不能脱离理解因素。 

三、结语 
总而言之，通过艺术鉴赏可以提高生活的情趣、加深对艺术

的理解，通过鉴赏，我们可以更加进一步的了解艺术，让艺术走
近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懂得鉴赏作品，提高自身的审美、更好的
甄别生活中的美与丑，让我们更好的生活在这处处充满艺术的社
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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