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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美术鉴赏课教学的几点思考
侯　蕾

（赤峰市敖汉旗新惠中学，内蒙古 赤峰 024300）

摘要：高中是学生价值观念确立的重要时期，也是他们提升鉴赏能力、培育实践水平的最优阶段。但在新课程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

今天，仍然有许多美术教师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法，仅对课本知识按部就班的讲解，不注重鉴赏思维与创新视野的引导，导致学

生逐渐丧失了学习美术知识的兴趣，只沉迷在自由轻松的氛围之中，无法提高核心素养。因此教师要通过以下几大方面，从美育理念入手，

使其高中美术学习生活充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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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对于美育有了新的认识，但是有很多观点仍然

众说纷纭。虽然最早提出“美育”这一概念的人是西方的席勒，

但是中国的教育家也不是甘于落后的，蔡元培先生作为席勒的学

生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了“美感教育”。美育作为培养学生健康审

美观的一门学科，要提高他们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开办高尚情操与文明素养理念下的教育。学校美育的基本任务是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提高鉴赏能力，培养艺术鉴赏的

兴趣，在掌握有关美的知识基础上发展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作为一名高中美术教师，我们在进行鉴赏教学时，应当注意下面

几点：

一、甄选作品优化课堂，引导美感激发灵感

教师的授课过程要分为三个阶段，即课前、课中、课后。因

为中外的艺术作品有的并不适合高中生学习和鉴赏，所以教师要

在课前进行作品内容的甄别与选拔，选择优质有内涵的作品进行

深入讲解；课中我们要把课堂的中心教给学生，让他们自主感受

到艺术品的美感。教师要充分意识到，学生在感受美的同时也可

以对其进行吸收，从而提高创新意识；课后，教师要使学生在原

有作品的鉴赏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这也是素质教育的核心。高中

美术在高考中并不是应试学科，所以应当在此学科中将培养学生

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重点。

例如，当学生在学习梵高这个人物时，教师便要先进行一个

作家的品鉴，将其生活的时代背景进行深入分析，从作家的人生

经历入手，体味他的每一部作品。俗话说“不疯魔不成活”。作

为西方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美术家之一，梵高的作品放眼望去满怀

悲悯与困苦，于体感和意感中肆意超脱自我。这些鉴赏效果不能

只让教师感受到，也要引导学生去品悟。教师在进行美术鉴赏教

学的时候，可以不要求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必须要让

他们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创新、创造、改造。 

二、发扬古画探其奥秘，学其技巧感其独到

从体现美的角度看，学校美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形

式教育、理想教育和艺术教育。其中艺术教育是美育最重要和最

主要的内容和手段，尽管不能将美育等同于艺术教育，但艺术教

育却可以说是美育的主体部分。而中国画就是中国美术的主体部

分，或许人们感受不到，中国绘画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甚

至每一个角落。就连我们看的娱乐影视中都会有中国古画的出现，

比如古人用壁画来记载历代实事。因此，古画对于我们来说，有

太多太多值得钻研与学习的领域。

品画当用心，这是品中国画的一要点。中国画给人的第一感

觉就是每一幅画都是由一个故事或者多个故事构成。就拿常熟知

的《清明上河图》来说，教师在鉴赏教学的时候，并不能直观地

带学生简单了解一下大概图况就草率了之。这幅画里的人数高达

八百多人（据考证也有五百余人说《中国通史》），在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在这幅被称为“中华第一神品”的

名画里，是不是也蕴含着八百多个故事呢？这就是我们学习中国

画的技巧之一。

三、西方文理皆为神学，全面方位各取所良

西方艺术对于高中段的学生来讲，就是掌握基础的视觉——

空间智力。因为西方艺术家普遍都是雕塑师，建筑师等等，不像

中国画大多来源于民间百态。他们更注重“状”的描绘。西方美

术鉴赏大多存在于神学当中，所谓“神人分离”，因此教师在教

授西方的美术的领域时，应当时刻注意学生认识环境、辨别方向

的能力。 

与中国画不同的是，西方美术教师在教学中应当注意，西方

作品通常一只鸟就是一只鸟，更偏重于写实，写状。而中国画偏

重的是，一只鸟的神态、动作、周围景观。简而言之，西方作品

是单一维度的存在，中国画是多维度的存在。中国画看起来是可

以写成一首诗的，这也就是古人在画旁题诗的由来。因此，高中

美术鉴赏教学要求学生在学习时能够体现对于中西两种画的高度

区别和融会贯通、各取所长。

四、结语

至此，教师在鉴赏课堂中陈述中西方艺术的时候要给学生呈

现多方面的角度，中国画中往往更注重“天人合一”的概念。整体上，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在近千年来从未落后于任何一个文明，因此教

师要通过甄选作品优化课堂，引导美感激发灵感；发扬古画探其

奥秘，学其技巧感其独到；西方文理皆为神学，全面方位各取所

良这几大关键方面，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艺术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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