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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的艺术品都是自己时代的孩子”①，俄国

画家康定斯基认为，时代的变化要求艺术形式进行相应

的革新。1910 年，康定斯基用水彩创作的第一幅具有非

具象性质的抽象画，被认为“打开了通向抽象天国的大

门”。“绘画不做自然的奴仆”，“为艺术而艺术”，“绘画

语言自身的独立价值”等思潮蔚为大观，画家们突破窠

臼，寻求革新。蒙德里安、杰克逊·波洛克等画家将抽

象艺术发扬光大。至此，传统与现代比肩前行。我们可

以说抽象表达是纯粹的视觉语言，是自然转化符号系统

的综合。在小学美术课堂中，抽象画显现出独有的优势，

对于“教”来说，在理解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易于图像识

读，且画面色彩冲击力强，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对于

“学”而言，技法相对容易、表现力强、可操作性强。

因此，美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明确教学目标，找到

合理的抽象画教学策略，提升教学效果。1

一、小学抽象画的教学策略

1. 发掘通感能力，调动孩子多种感官体验

夸美纽斯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知觉开始的”。

所以，美术活动在基于视觉活动的基础上，要发掘通感

能力，调动孩子多种感官体验。在人美版五年级的教材

中，加入了《认识抽象画》与《学画抽象画》，抽象画的

学习向学生开启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审美世界，和以往

相比，抽象画是对传统绘画的升华。其表现方式摒弃了

客观现实的羁绊，画家所传达的内容更为广阔、自由。

美术课堂呈现的多是视觉艺术，氛围十分静谧。所

以，在美术课堂融入音乐，创设学习情境，可以弥补氛

围上的不足，同样能辅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抽象画。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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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蒙德里安的作品《百老汇爵士乐》时，教师可以加入

百老汇爵士乐作为背景音乐。让学生在轻松、浪漫的课

堂氛围中感受画家色彩排列组合的游戏。蒙德里安喜爱

热情奔放的查尔斯登舞步，而画面中的红、黄、蓝等奔

放的色彩与音乐旋律遥相呼应。色块的排列组合，在白

色的背景映衬中，像一个个跳动的色彩方块。画面中长

短、大小不一的矩形方块，代表着街道与高楼。通过图

像的识读与音乐的积极融合，以增加学生对抽象作品的

理解。另外，教材中出现了多幅康定斯基的作品，康定

斯基被认为是 19 世纪以来，最接近于音乐的抽象绘画。

他往往把色调和音调对应起来，将小号的高音部分视为

黄色，大提琴的低音部分视为蓝色。教师可以以画家的

心情为出发点，播放不同的交响乐与单一乐器声，让学

生感受抽象画所传递出的内在情感。

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在美术的课堂中进行巧妙融合，

运用听觉与视觉的双重感官，调动个体的非智力因，在

学生的心中埋下一颗创新的种子，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审美鉴赏能力。

2. 平衡“内核”与“形式”

抽象画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涵盖了众多派别，

而非一个的流派名称。其超越了“物质”的真实，是画

家再现“内在声音”的重要手段。让学生真正读懂抽象

画，需要教师在引导的过程中需要平衡“内核”与“形

式”。画家的信仰、内心的向往、以及时代的脉搏，这些

都是隐匿在作品之中的“内核”。而所谓的“形式”则是

带领儿童从作品的点、线、面、色彩、肌理、构图等视

觉元素出发，探究它们在作品中的组合规律，从而感受

抽象画的节凑与韵律之美。遗憾的是，由于小学生的身

心特点似乎决定他们在理解抽象画上只能很浮光掠影似

的流于表面，但是如果可以通过多种手段，让学生走进

作品畅游并理解大师创作的奥秘无疑对学生更加有益。

抽象绘画在小学美术课堂中的教学策略
——以人美版五年级上册《认识抽象画》为例

魏星宇

江苏省苏州市宝带实验小学　江苏苏州　215100

摘　要：抽象画的欣赏与创作是小学美术教学内容之一，它对于培养学生的感知、想象、创造力，都起着重要的作

用。本文从时代背景入手，试图获取优化抽象画教学效果的策略与方法。

关键词：小学美术；抽象画；优化；教学策略



126

教育论坛: 3卷4期
ISSN: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所以，解读抽象画的“内核”，要让学生理解抽象画

产生的原是动机是什么，知道任何一种艺术的出现都绝

非偶然，都会经历一个酝酿、产生、发展、衰退的过程。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帮助其理解为何诞生抽象

画，教师可以收集电影、创意动画视频、用漫画的形式

有趣的表现出抽象画发展的导图，以及 VR 体验视频等。

这一系列的资料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上有一定发的成效，

同样在提高学生感受、理解剖析作品特色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在“形式”的解读中，是从点、线、面、色彩、肌

理、构图、节奏等视觉元素引导孩子们进行赏析。欣赏

蒙德里安的作品《有红、黄、蓝、黑色块的构图》时，

教师可以初步让学生体会画面带给人们的感受。教师可

以运用多媒体手段，将原作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画

作与原作进行对比分析。孩子们可由此得出结论，蒙德

里安的作品造型简洁，结构理性，各个色彩与线条之间

相互协调。无论是画面的结构还是观者的视觉心理，都

达到了良好的平衡状态。抽象的艺术作品即使是没有表

现的具体内容载体，艺术家也并不是随意的涂抹，而是

显现了精心的构思。

在介绍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波洛克时，教师可以播放

画家在创作时候的影像资料，让学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

波洛克艺术作品中的肌理。画家将画布直接放在地板上

进行创作，坚硬的画刷、树枝、短棒，甚至油脂注射器

都可以作为颜料涂抹的工具，颜料中搅入了碎玻璃、砂

子以及面包屑等，所以其创作艺术与平涂的效果完全不

同。画家在创作时没有草图，画家的边走边滴喷颜料，

无意之间埋藏有意，恣意、张力和狂野的视觉效果。整

个由一系列即兴的行动完成，形成了自然的无笔触的肌

理美感。画家用身体的角度与位置来驾驭颜料的轨迹和

力度，画面呈现了自由自在的内在意识和行动。整个绘

画过程动感十足、形式各异。学生在观看波洛克作品诞

生的同时，也惊叹于艺术家的新奇创作理念。只有让学

生真正理解创造性的艺术手法，才会逐步提高视觉感知

力与图像识读的素养。

3. 以问促赏，以问促学

由于学生对抽象艺术不理解，学生会误认为抽象画

家只是随意涂抹，甚至认为没有任何的美术技法与修养

都可以成为抽象画家。在课堂教学中，促使学生转变身

份，他们不再是一个学生，而化身成为一个思想家。苏

霍姆利斯基认为，学生只有在思考的时候，才能牢牢掌

握知识②。那么，怎么把现在正在学习的或即将学习的东

西变成学生乐于思考、分析和观察的对象？教师可以通

过层层设疑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孩子们不

断深入探究抽象画。所以，追问是使儿童接近事物真相

的必要方式。蒙德里安的抽象画仅仅只是几何图形与色

块，为什么不会感到空荡无物，而是和谐有序？为什么

波洛克的泼洒画只有黑白，却不觉得单调乏味，而是变

化万千令人心动的美呢？通过不断地提问，激发学生好

奇心，提升探索的动力。蒙德里安用色块和线条来分割

画面与空间，让观者感受到画面中简洁纯净充满秩序的

理性美。在杰克逊·波洛克的画作中，传统的构图已经消

失，主题和背景之间的关系也已然消散，漫无目的，只

有黑白，但波洛克的画作成为了自然整体中的一部分。

让学生在质疑与追问中反思，进一步理解抽象绘画

及其在艺术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意义，在学习与体验中，

感悟抽象绘画变化与统一、对比与和谐、节奏与韵律，

形成对不同艺术风格理解与包容的态度。从而让学生对

抽象艺术家产生一种崇敬心态，并能从美术语言的角度

进行欣赏分析，通过设疑的方式来层层解开谜底的方式

是优化教学效果的有效的手段。

二、尝试抽象画创作

学生欣赏了众多的艺术表现方式，感受到画面背后

传递给我们的思想观念，并在进行充分的想象与联想之

后进行创作。如果教师从传统技巧型来范画指导，学生

的发散将会思维受限。任何材料与媒介都可以作为创作

的载体，所以，教师可以以引导者的身份出现，鼓励学

生将实践体验转化为形象思维的探究方法。报纸、瓦楞

纸、画布等材料都可以作为载体，引导学生根据自身感

受，采用泼、洒、滴、画等方式，运用拼贴、线条勾勒、

水粉、水彩与墨水混合等不同的组合与运用创造出不同

的肌理效果，以此来表现声音、冷暖、味道、情绪、柔

软、光滑、坚硬、粗糙等抽象元素。并采取以小组合作

的方式，分主题进行创作。在音乐与美术、情感与绘画

的交融中，学生创作出的作品或强烈而醒目、或和谐而

朦胧。而少部分后进生，也可以在教师的示范引导下自

由创作出直抒胸臆抽象艺术作品。

三、结语

康定斯基在《点线面》中提到：“时人普遍认为，剖

析艺术必然为其带来灭顶之灾，这种认识其实是源于对

艺术元素的无知，从而不敢面对艺术元素自身的原始力

量。”③所以，在美术课堂教师应积极发掘通感能力，调

动孩子多种感官体验。对艺术的“内核”与“形式”元

素逐一进行细致分析，通过设疑追问的方式架起一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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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使得孩子意识中对真理的认识源自于对事例和现象

纽带的认识，引导学生通往艺术品的内在生命脉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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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思想文库艺术中的精神 [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

社，1999.03 第一版，第 95 页

②（苏联）瓦·阿·苏霍姆林斯基著；赵聪译 . 给教

师的建议 [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21.03

③（俄罗斯）瓦西里·康定斯基著；余敏玲、邓扬

舟译 . 点线面 [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08，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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