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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赏析课意义
美术赏析课的主要对象是美术作品，美术赏析课的主要目的

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认识功能，以及教育功能，在美育的
视角范围内主要培育学生的一个感性思维能力，使学生通过形象
的艺术作品而心怀感动，使之能在对一个人的情感完善，道德
修养的提升方面有作用。人不仅需要理性的逻辑思维能力，更
需要感性的思维能力，这二者必须平均发展，不能偏为一边都
不能构成一个完善而全面发展的人，素质教育中注重人的身心健
康与个性发展，这两个方面都是美育的一个基本功能。当今社
会不仅需要有才干的，更需要的是有前进动力的人，热爱生活
热爱生命热爱祖国的人，这种热爱之情，需要通过美育获得进
一步的提升。蔡元培提出美育与智育以及德育之间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的关系。美术赏析作为美育的一大辅助功能必须发挥其
形象优势，在美术赏析中，通过视知觉的分辨，辨析，体验
以获得审美感受最终取得美育的效果。

2　当今赏析课模式
在当今美术课程开展中，无论在小学中学甚至是高校都出现

不少赏析课程的开展弊端。一方面是学生在从小接触美术课程的
兴趣教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开拓发展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尤其是接触的美术作品类别繁多，近现代大量风格类作品居多，
绘画作品鱼龙混杂，难辨优劣[1]。另一方面授课的局限性让赏
析课难以真切的走进课堂，名作赏析多数在课堂中或书本上，
但艺术的不可替代性与艺术赏析的身临其境的感觉不能通过在不
同空间与中介中体现出来。科技水平进步使得多媒体课件进入课
堂，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课件向学生展示课件图片等，多媒体设
配操作简单，表现宏富，使之在当今很多课堂中收到青睐，但是
在美术赏析课上运用多媒体无疑也是一种局限性，银幕上的作品
并不能真实还原作品，学生感受不到其中的细腻入微的气息，最
多可以分析其形式上的一些艺术特征，在赏析上也最多把握了一
些片面的认识。同时，在课堂上许多教师会忽略学生对美术作品
的真切感受和想法，妄想定一定的的鉴赏标准，或就以课本为主
要观点的标准式鉴赏模式，这不仅忽略了学生的鉴赏能力还对其
情感进行了否定，无疑是与美育的观点相背离的。

3　情感体验
通情才能达理，在美育视角下的美术赏析应该要求赏析者能

真真切切感受美术作品的情感。感受情感即所谓能通情，艺术家
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对作品倾入了大量的情感体验在里面，所以
对于艺术作品的赏析来说，去体会其中的情至关重要。无论在中
国绘画中的情景交融，与西方绘画中的抒情感受，艺术作品成为
情感的主要表达方式。西方绘画家史蒂文·莱文就曾说过“在绘
画是通过一种个性、记忆和情感来投射这种技艺，试图捕捉到一
种无形的东西，这种东西用其他任何表达方式都无法表达的语言
表达。”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国画大师李可染所说：“意境是艺术的
灵魂，是客观事物精粹部分的集中，加上人的思想感情的熔铸，经
过高度艺术加工达到情景交融，借景抒情，从而表现出来的艺术
境界，诗的境界，就叫意境。”了解美术作品中的情感体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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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育；美术赏析；美术课程；艺术

通过对人物的生平经验与时代背景相结合，了解作者所处的历史
环境，切身体会作者当时心境的变化，在画面中便得以体现。例
如我们在分析印象派德画作时，需要用心去感受作者给画作灌注
的情感，比如笔触的关系充，色彩的变化冲斥着作者对所画事物
的热情。中国画赏析中更是如此，作者画山画鸟画花画鱼，并非
真正画的是这个物像，例如扬州八怪的郑板桥，画竹非画竹的外
观物像，而是画竹的意象，这种意象则表现在画面的精气神之中，
画竹的气节与精神才是最终目的，同时画的这种气节与精神是画
的作者本身的精神。所谓画象，画面中最终体现的“象”便是画
家自身之“象”。所以在很多心理治疗的手段中也采取了绘画治
疗，医生通过绘画来了解人的内心深处的感受，而病患也可以通
过此方法来抒发自己的情感以达到治疗效果。

4　生命感受
美术作品与作者创作作品的生命感受息息相关，艺术也成为

一种表现生命感受与生命活力的方式。只有画出自身生命真实体
验与感受的作品才称得上是能打动人心的作品[2]。例如从古至今
诸多画家喜爱以黄山为创作题材，比如清代石涛，梅清等人，
近现代张大千，刘海粟等人纷纷去到黄山亲临体验黄山的气象变
化与精神姿态。例如梅清与石涛多次游历黄山之间或长住黄山，
这样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黄山带来的真切感受。刘海粟更是一生
中黄山作品颇多，自从1918 年开始之后就有亲登黄山十余次，
每次登山，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再不断摸索创新自己的作
品，给黄山之美送上了新的定义[3]。画家在对同一物像的事物
表现出不同的感受，源于画家自身的生命体验不同，所以在赏析
作品时，更应该注重生命感受，身临其境的体验感才能真正将画
作中所传达的意境感受到。

5　文化底蕴
艺术是文化的结晶，是时代的汇演，艺术更是文化的外在

物像显现，艺术虽然不能完全替代文化，但是文化却以艺术为手
段进行传播。艺术与文化在本质上虽然有区别，但实际上又有着
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文化本就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
财富的总和，在精神财富中，艺术则有着很重要的位置。特别是
在这个拥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大国而言，我国发展至今，经
过多少朝代更替，无论是在青铜时期，或者大唐盛世，还是少数
名族统治的元清时期，都一直延续的是华夏文明，深入了解文化
历史，便是对艺术作品的解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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