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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高中美术教育审美价值刍议
侯　蕾

（赤峰市敖汉旗新惠中学，内蒙古 赤峰 024300）

摘要：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为高中美术教师教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术作为一门情感艺术，对学生审美能力、行为认知有

着重要作用。为此，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时要始终立足于学生角度，通过对现阶段学生心理状态进行分析，制定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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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美的认知也在不

断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高中美术教学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目前美术课堂教学形式单一，为了全方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教

师要充分借助信息技术的优势，实现课内外知识联动，进一步推

动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依托人物之情，激发学生审美意识

艺术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人们情感表达的载体，

优秀的作品往往蕴含着作者深厚的情感。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时，

要注重文化的渗透，对作品进行深度解读，提高学生情感认知的

同时，培养其审美意识。

以中国传统水墨画和西方油画为例，这两种不同的艺术手法，

所蕴含的情感也各不相同。教师在对作品进行赏析前，可以利用

信息技术，将两种艺术手法发展历史以视频的形式让学生进行观

看，帮助学生对当时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有一个初步印象。为了

让学生进一步感受作品的魅力，教师还可以采用对比教学的方式，

增强学生情感认知。

以傅抱石先生的《山阴道上》和伦勃朗的《木匠家庭》为例，

这两幅作品颜色对比强烈，艺术手法迥异，教师可以将其分成两

个部分进行讲解，从而让学生更好地把握作品情感。首先针对作

品表面，教师通过作品整体布局、色彩运用、透视关系等方面进

行讲解，将两幅作品中的主景、衬景等元素进行提取，指明在画

中的作用。随后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自行选择作品进行赏析，进

一步分析作者的情感以及当时社会文化。学生在赏析时就会发现：

艺术的表达形式与社会文化发展相关，古代人的思想受道家影响，

主张“天人合一”，将情感与景色融为一体，作画着重注意色彩、

层次的变化；而西方油画偏于写实，较为客观，再加上思想上的

奔放，强调自由。因此，绘画表现就会富有张力，色彩鲜明，相

比于中国水墨画色彩对比度也更加强烈。

之后，教师在学生总结的基础上进行深化，对作品的细节进

一步分析。对《山阴道上》进行分析，作者对人物表情的刻画非

常细腻，作品中四个人交流的神态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像是在游

山玩水、畅快交流，没有过多的元素，却留给人许多想象的空间，

侧面反映出作者对友人的思念。但反观《木匠家庭》，由于西方

思想上的差异，作品更注重写实，让人感觉更像是一篇故事。作

品运用了大量的暖色，当窗外一抹阳关照在婴儿的脸上，寓意着

新事物的蓬勃发展，也体现了作者浓厚的情感。这样一来，学生

在教师的引导下，对生活中的事物有所感悟，审美能力得到发展，

促进了艺术素养的形成，这也为日后发展增添了一份保障。

二、巧用建筑之形，增强学生审美价值

艺术领域宽泛，多元化的艺术形式大大降低了学生学习难度。

教师在进行美术教学时应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利用不同的艺

术形式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进而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建筑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也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

其明朗的线条能够直观地反映当时社会文化。教师首先可以从网

络上收集一些建筑作品，并依靠全息投影与虚拟 VR 等技术，让

学生全方位、多角度地感受建筑魅力。以中西古建筑为例，教师

首先展示两座风格迥异的建筑，并向学生提问“两个建筑风格以

及建造手法有什么区别”“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如何”。学生

在赏析的过程中，教师还要从建筑的体量、空间结构、细节处理

等方面注重讲解，引导学生解决问题。学生在通过多角度的赏析

后发现：两种建筑首先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中式建筑更加注重与

景色的融糅，以表达意境为主，障景、抑景等建造手法体现了中

国的哲学思想以及古人谦逊的理性精神，而且中式建筑对细节的

处理手法也是十分巧妙。相比之下，西方建筑则采用规则式的艺

术手法，西方人以建筑作为艺术的重点表现形式，墙体外雕刻精细，

栩栩如生。加上西方建筑受古埃及园林的影响，致使建筑多为庄

严肃立，作为主体凸显在景色之中。

此外，为了让学生进一步感受艺术魅力，教师还可以利用如

今3D打印技术，将中式建筑中的斗拱和西方建筑的立柱打印出来，

让学生进行组装观察，进一步感受古代人民的智慧。这种学习氛

围下，不仅强化了学生审美意识，而且通过对艺术的深度剖析，

学生对当时社会文化也有所认知，学习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

三、结语

综上所述，美术教育对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保障。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时应立足

于学生角度，对目前学生行为认知进行分析，打造数字化教学课堂，

培养学生兴趣。同时，教师还要依靠多元化的艺术形式，全方位、

多角度地对学生进行艺术渗透，促进学生审美意识的养成，为日

后成为高素质人才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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