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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初中美术教学中提升学生审美能力的策略探究
沈翠庭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东沟初级中学，江苏 盐城 224400）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推进，美术在初中教育中的地位

愈发凸显，这也为美术教学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在教学实践中，

教师不但要重视美术知识与绘画技能的教授，还要秉承素质教育

观念，加强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从而为他们美术素养的发展

提供有效助力。基于此，本文就初中美术教学中，学生审美能力

的培养策略做了详细探讨，以期能够为广大美术教师提供一些前

沿性的借鉴，共同促进初中美术教学的现代化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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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作为初中教育的重要内容，是素质教育落实的重要课程

依托。新时期，在新课改旗帜下，美术教学的目标也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以往以美术知识、美术技能教授为重心的授课模式已经

过时，如何培养学生观察美、认知美、鉴赏美以及创造美的能力

已经成为美术教学的重中之重。然而，当前部分教师依然采取言

语填灌的方式进行授课，且授课内容往往以基础知识和绘画技能

为主，这显然是与素质教育要求相悖的。所以，美术教师应当秉

承素质与生本教育观念，不断延伸和探索教学方法，切实落实审

美能力教育，从而彰显美术的育人优势，为学生美术与综合素养

的发展保驾护航。

一、重视引导，培养兴趣

我们常说，兴趣是学生的良师益友，特别是对于初中生而言，

他们只有在拥有浓厚兴趣的情况下，才会以更加专注和热情的姿

态投身于学习中来，所获的学习收益才会更加可观。这也为美术

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启示，那就是要把握兴趣培养这一教学主

线。只有做到趣味教学，才能提高教学有效性，达到提升能力的

效果，而如果课堂缺乏趣味性的话，那么即使教师再怎么努力，

也难获得好的教学收益。

所以，在审美能力教育实践中，教师应当加强灵活性、趣味性

教学方法的渗透，以兴趣为引，让学生深入到发现美、探索美和感

知美的过程中来，进而提高其审美能力。例如，在讲授京剧脸谱的

知识点时，教师可对以往的言语教学方式加以革新，在讲授完相关

知识点之后，指引学生依据教学内容，进行脸谱创作。其间，学生

可根据自身的喜好，发散思维，创作出形形色色的脸谱。这样一来，

不但能激起他们的学习热情，加深他们对美术的情感，而且还能让

他们对颜色搭配和美术绘画的奥秘形成正确认知，为他们美术创新、

实践和审美能力的发展提供良好助力，可谓是一举多得。

二、创新设计，合作探究

小组合作作为当前较为时兴且备受师生推崇的教学方法，能

够为初中美术审美教育提供有效助力。一方面，其能够丰富课堂

形式，促使学生的学习热情得到充分激发，另一方面其能够以集

体之力，扩展学生的审美思维、审美视野，进而落实审美教育目标。

此外，该方法的教学渗透，还能起到促进交流、以优带弱以及共

同提升的目的，提升学生整体的美术认知与审美能力。所以，教

师在教学时，应加强小组合作渗透，从而达成促进审美教育的目的。

例如，在开展《向日葵》的鉴赏教学时，教师首先可秉承异

组同质原则，在班内组建多个美术小组，各组优差生比例应当均

衡，从而构建取长补短和以优带弱的学习环境，然后教师可设置

“探寻向日葵”的组别任务，指引各组成员通力合作，通过查阅

资料和讨论分析等方法，来探究《向日葵》颜色结构、作者身世、

创作背景等多方面的特点。然后，在授课时让各组依次阐述各自

的看法。通过这一过程来给予学生别样学习体验的同时，培养其

全面化、综合化的审美眼光。

三、感悟自然，促进审美

众所周知，在大自然中，美的身影无处不在。美术形式的美

也是如此，它环绕在我们周围，深藏在大自然各个角落，只要学

生拥有一双识得美的慧眼，便能从中感悟到大自然的魅力所在。

对此，教师在教学时不妨将眼光放宽，投向于校园环境或大自然

之中，以神奇的自然美，让学生审美能力得到有序化提升。

例如，在讲授水彩画的知识点时，教师可指引学生以“校园

风光”为主题，寻找校园内的一处景色进行水彩绘画。这样一来，

不但能让学生绘画能力得到良好提升，而且还能深化他们对美术

美与自然美的认知，为他们审美能力的发展奠定基石。同时，为

了进一步提高审美教育有效性，教师还可对学生的水彩作品进行

点评，找出其中蕴含的闪光点，从而增强学生美术认知与自然之

美的联系，塑造其正向化的审美观与价值观。

四、信息辅助，深化认知

在新课改旗帜下，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初中美术教学的重要

改革趋势。所以，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也要加强信息手段的教学

渗透，通过音频、影响以及图片等方式，形象化地展现美术知识

与作品，营造一种视听一体、多姿多彩的课堂环境，从而让他们

获得更为个性化、立体化的学习体验和审美体验。

例如，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借助 PPT、微课等手段之便，

展示诸如建筑精品、著名文物、自然美景或名家画作等事物，丰

富学生的审美感官，培养起多角度审美习惯。与此同时，在信息

展示的过程中，教师还可展示对象的特点，播放一些与之风格相

适应的音乐，通过这种音频交融的教学方式，刺激学生的视听感官，

让他们能够深刻体悟到其中的美感，从而让他们的审美能力得到

进一步提升。

五、结语

总之，在初中美术教学中，审美教育和美术教学是一脉相承的。

美术教师还需以素质教育要求为指导，不断创新教学设计和教学

模式，切实做好审美教育，从而让学生在获得美术技能提升的同时，

自身的审美素养与综合素养也能得到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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