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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背景下高中美术教学中美育的渗透
段　冉

（广东省深圳市深圳中学， 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渗透美育教育成为众多教师关注内容。高中阶段美术课程涵盖了大量的美育元素，教师挖掘这些

内容并借助有效教学方式开展教学活动，能够引导学生在知识学习中不断树立认知，培养学生良好审美情趣，切实提升教育效果。本文

就新课改背景下高中美术教学中美育渗透进行研究，并对此提出相应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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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下，践行美育教育是义务教育阶段重要研究内容。美

术作为艺术类学科，承载着美育教育的重要任务，因此高中美术

教师在促进学生“技术与能力”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学生的“内

化发展”，让学生具备良好审美意识，为了实现这一教学目标，

高中美术教师需要深入挖掘美育教育价值，掌握当前教学中渗透

审美教育的必要性，随后针对教学存在问题，落实有效教学改革

措施，以此来提升教学效果，实现学生多元化发展。

一、新课改下美育教育内涵

在当前课程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发展学生多元化素养成

为高中阶段众多教师研究内容。美术教师通过落实有效措施，引

导学生在知识、技能学习中不断形成审美观念、树立良好生活作

风以及价值认知，实现自我发展。不仅如此，教育部门出台了《新

课程高中美术教学标准》，其中明确指出新时期美术教学应“着

力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审美素养”。而落实审美教育的内涵，

可划为以下几点：首先是学校明确新时期下人培养目标，制定全

新的美育教育方案，有了审美目标，学生就有了创造的动力，也

就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创新、审美能力。其次，教师围绕学生综合

能力和素养发展，开展有效教育活动，能使学生品格高尚、心地

善良、情感纯洁、态度端正，有利于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让

他们在学习、工作中都能更有效地融入社会。不仅如此，美丽的

事物能给人以愉悦的心情，审美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享受，能够

促进人们身心的健康发展，切实构建全新的美术教学全新格局，

以此来实现学生全方位发展。

二、美育教育与高中美术教学融合的必要性

（一）促使学生审美素养发展

新课改背景下，学生在学习美术知识的过程中，其审美能力

是掌握知识、技能的重要前提，而教师通过渗透美育教育，则可

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实际上，审美能力也被称为艺术鉴赏能力，

其中涵盖了学生对美好事物的感受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美术

教师重要教学任务是通过开展教学活动，让学生不断提升自身审

美能力，随后将其应用到实际生活，使其形成终身发展能力。例

如在审美渗透视域下的美术教学中，教师让学生了解色彩能够影

响人的心理，例如将食物替换为蓝色、青色等，会影响人的食欲，

而橙色、黄色可以给人以温暖的感觉。教师将这些内容引入到教

学过程，不仅可以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也能够引导学生初步

形成审美认知。

（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

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群众的物质以及文化生活得

到显著提高，而为了推动社会发展需要更多高素养、强创新能力

的人才。为了满足社会发展需求，高中美术教师在教学中渗透审

美教育，能够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美术审美教学对发展学生综

合素养有重要价值，对此教师在课堂教学渗透审美教育是顺应时

代发展的体现，这也是十分必要的。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教师可

将美术拆分为“美”和“术”，其在美术教学中不能够只停留于

技术层面，更应该注重“美”这一层面，即教给学生正确的美术

鉴赏方法，让学生了解审美这一高雅的艺术形式。同时美术教学

中应该将审美教学放在首要位置，以此凸显出美术鉴赏性的审美

教育的价值，以此来构建新时期下的美术教学格局，助力学生全

方位能力发展。

三、高中美术教学渗透美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围绕新课改落实美育教育已经成为众多教师研究内容，一些

高中美术教师也围绕学生美育教育积极实践，并取得一定教育成

效。但是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使得既定教育

目标难以实现，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部分教师育人

思想落后。结合实际进行分析，在当前的高中美术教学中，很多

教师主要采取示范、指导学生练习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在此种

教学方式下，主要是教师带领学生进行知识理论学习，随后指出

教学重点和难点，让学生尝试练习，此种方法虽然可以确保教学

进度，但并不利于学生主动加入学习过程，同时学生的思维能力、

创新意识等得不到发展，其艺术品质、审美素养难以提升。其次，

美育教育落实不彻底。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围绕美育教育构建良

好教学课堂、开展相应教育活动成为美术教学改革重点。不过，

很多教师对新时期人才培养理解不彻底。在全新教育背景下，为

了进一步实现既定教育目标，美术教师应对全新教学方式、教育

理念等进行分析，彼此来确保后续教育活动的针对性，不过很多

教师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虽然制定了相应教学方案，但是学生整

体能力依旧得不到提升。

四、高中美术教学渗透美育的策略

针对美育视角下高中美术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美术

教师需立足实际，结合当前教学存在的问题，从多角度入手构建

全新美术教学格局，以此来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实现学生全方位

能力和素养的发展。教师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挖掘美育教育素材

在新课改背景下，高中美术教师挖掘教学、生活中潜在的美

育教育元素，并将其引入到教学过程，能够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美育教育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的重要教学内容，其可以引导学生在

了解基础知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良好的品格，实现自我发展。

因此美术教师为了改善当前教学中美育与教学融合不彻底的情况，

需要深入挖掘教学中存在的美育元素，关注学生的主体性以及多

元素养的培养，并借助丰富教学内容，为学生搭建自主学习的平台，

打造精品学习课堂。同时，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教师也需要适

当拓展，从而开阔学生的视野，这样能够确保整体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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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艺术的教学中，笔者引出了“龙和凤”的案例，这两

种动物具有神灵性，是古代人民通过劳动生产想象出来的，寄寓

了劳动人民天下太平、吉祥如意的美好心愿。在古代，佩戴龙牌

有节节高升的寓意，而且龙还与“隆”同音，因此龙牌也有生意

兴隆的象征，而且龙是正义的化身，因此也有驱邪避灾的寓意，

笔者在教学中引入这些内容，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使其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初步树立学生文化传承意识。再如，

笔者在鉴赏教学中为学生呈现了国内著名画家齐白石的鱼虫、花

卉等画作，引导学生通过鉴赏了解到画作为我们展现的不仅是花

鸟、鱼虫等事物，让学生体会那清新放浪春天的生活气息引起的

快慰和喜悦，从而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此外笔者也引导学生了

解到，齐白石的绘画艺术将劳动人民情感与传统文人画有效结合，

以此来培养学生审美情趣。不仅如此，笔者也为学生呈现了这位

画家的动人故事：他在 63 岁时，还在不断提炼、取舍；78 岁时，

仍然研习，使国画写意技法的“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画理

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美术教师在教学中深入挖掘教学中潜在

的美育教育元素，能够为后续教学活动顺利开展做好充分保障，

以此来发展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学生审美素养。

（二）创设良好情境，培养学生审美认知

传统的教学方式主要是美术教师围绕教学内容，引导学生了

解基础理论、了解绘画技巧，随后硬性地要求学生进行联系，此

种方式虽然确保了教学进度，但是并不能做到尊重学生主体，且

学生也很难在兴趣的支持下主动加入其中。针对这一情况，为了

进一步实现教学目标，教师需要选择有效教学方式，从而打造良

好教学环境，让学生能够自主加入学习过程，确保课堂教学质量。

如，互联网背景下的微视频、多媒体技术等为教师开展趣味教学

活动提供支持，教师可应用这些教学方法打造利于学生主动加入、

综合发展的教学环境。

高中美术知识更为深入，其中涵盖了很多古今中外的艺术成

果，如中外古代绘画艺术、西方雕塑和中国墓葬雕刻艺术对比、

中外建筑艺术对比等，美术教师需要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度解读，

带领学生鉴赏这些风格迥异的美术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学生

审美素养。例如，笔者在教学中借助信息化手段构建了良好教学

环境，为学生展示了中外有名的建筑，如巴黎圣母院、卢浮宫、

中国故宫等，通过引导学生对比中外建筑不同，让学生感受不同

风格的建筑艺术。巴黎圣母院是典型的哥特式风格，带有浓郁的

艺术风格，利用色彩绚丽的玫瑰玻璃来建造窗户；卢浮宫则是巨

大的美术博物馆，珍藏了《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等雕像；

故宫则是以朱红色为主，建筑物呈方形分布，体现了中国人追求

的对称美，雕梁画栋、亭台楼阁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

这些内容的吸引下，学生很快加入学习过程，同时学生在分析、

欣赏以及总结过程中，他们的审美素养得以发展，新时期下的教

学目标也进一步实现。

（三）理论联系实际，发展学生多元学科素养

美术课程是美育渗透的重要载体，而在全新教育背景下，美

术课程有了全新内涵，其不仅可以发展学生绘画能力，使其掌握

更多理论知识，同时也能够树立学生正确价值认知，促使学生多

元学科素养发展。对此，在新课程教学背景下，高中美术教师可

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在这一过程中渗透美育教育，以此来提

升整体教学效果。

在教学中，教师可带领学生鉴赏优秀美术作品，使其了解我

国历史不同阶段的文化、社会现状，随后将这些内容引申到当代，

使学生深刻体会美术知识学习的必要性。例如，笔者在《中国古

代人物画》一课中，引出了著名作家张择端的经典画作《清明上

河图》，随后笔者为学生播放了相关的纪录片，让学生结合画作

分析宋代的社会风俗、建筑制式和贸易方式，学生对相关知识也

有了全新理解，教学效果十分显著。其次，笔者为学生呈现了《簪

花仕女图》，让学生在组内探究唐代宫廷生活，学生在讨论与思

维碰撞过程中了解唐代人民主要生活方式和社会时尚，借此来深

化学生对鉴赏知识的理解，并培养其审美素养。在此之后，笔者

将视野拉至当代，让学生探究生活、生产中的艺术作品、动画设

计和工业设计等内容，让学生意识到艺术创作、美术工艺的重要

价值，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意识到社会紧缺高素养、强技能艺

术人才，使其体会美术知识学习的价值。这样，美术教师将理论

与实际紧密结合，能够树立学生发展意识，使其具备良好审美素养。

（四）多元化教学评价

在新课改背景下，高中美术教师为了进一步实现美育渗透目

标，同样需要结合教学实际，进一步完善教学评价，做到从多角度、

深层次评价学生。在全新教学视角下，教师需关注学生学习过程，

从学生的绘画中评价其创新意识、思考能力以及鉴赏能力等，从

而提升整体教学效果，首先，教师可通过分析学生的作品，结合

学生任务完成情况、提出的问题等评价学生，端正学生学习态度，

使其尽快加入学习过程。例如，笔者以“寻找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元素”为主题，开展了实践教学活动，学生通过线下搜集资料、

艺术品等，了解生活中的文化艺术，例如有的学生搜集了关于春联、

剪纸艺术相关的资料，并将其制作成演讲稿，在课堂上为大家讲

解了剪纸艺术的“前世今生”，笔者则结合学生的搜集兴趣、任

务完成情况、演讲过程以及学生自身见解等对其进行评价，引导

学生树立文化传承意识。其次，教师结合学生对作品的理解评判

其艺术素养，指出学生在创作中存在的不足，使其尽快改正。最后，

围绕学生创作过程点评其思路、对绘画主题的理解等，进一步完

善教学评价体系。在此之后，美术教师需结合学生评价对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等进行适当调整，这样能够为后续教学活动顺利开展做

好充分保障。

五、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美术教师积极顺应教育时代发展，将美育教

育落实在课堂教学每一阶段，能够进一步提升教育成效，促使学

生多元能力以及素养的发展。因此在新课改背景下，高中美术教

师需要转变自身教育思想，重视学生多元化发展，随后深入研究

美育教育内涵，并结合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挖掘美育元

素、创设良好教学环境、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多元教学评价等方式，

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充分体现美育教育对教学改革的引导价值，

从而实现学生多元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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