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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美术教学中学生审美能力培养方法研究
毛利群

（南京明道学校，江苏 南京 210032）

摘要：美术是一门视觉艺术，融合了线条、光影、色彩和留白等艺术元素，营造出了不一样的艺术世界，可以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和

艺术素养，满足初中生特立独行的艺术需求。审美能力就是指让学生具备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美术是一门极具美感的学科，在美术

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不仅需要让学生欣赏美术作品的色彩美、空间美等，还需要带领学生分析深层次的创意美、意境美等。初

中美术教师要聚焦学生审美能力培养，协调好绘画和艺术鉴赏教学，带领学生发现生活中的美，激发学生创作灵感，搜集中外美术大师

名作，引导学生体会中外美术文化差异，提升学生审美能力，弘扬中华民间美术文化，介绍美术非遗文化，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全面提升初中美术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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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已经具备一定的独立审美意识，对“美”有着强烈追

求，美术教师要尊重学生这种审美心态，不断优化美术鉴赏教学、

绘画教学方式，满足不同学生对美的追求，激发学生美术学习兴趣。

首先，初中美术教师要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素材，带领学生发现

身边的视觉艺术，了解视觉符号、色彩等在生活中的运用，培养

学生发现美的眼睛。其次，教师要搜集中外绘画大师名作，展现

西方雕塑、油画艺术和我国传统国画、篆刻艺术，通过中西方艺

术文化的碰撞，提升学生审美能力。此外，教师还要积极开展民

间美术鉴赏教学，带领学生走进非遗文化，让学生领略劳动人们

的智慧和艺术审美理念，激发他们对民间美术的热爱，让学生自

觉肩负起继承和弘扬传统艺术的责任，提升初中生美术审美能力。

一、初中美术教学现状分析

（一）教学知识关联不强

初中美术课本内容丰富，每一本教材都有一个核心的教学主

题，并且围绕主题补充了多样化的教学内容，但教师在实际教学

过程当中却习惯将教材割裂开来，教学重点完全放在了每一章或

每节课的教学内容当中，导致学生无法将美术课本中的所有内容

关联起来，也无法围绕核心主题向外扩展学习美术知识，在欣赏

和创作美术作品时，学生也无法通过色彩、形状、线条等方面综

合欣赏或创作美术作品。

（二）教学方式较为单一

在传统初中美术教学模式当中，教师主要采用灌输式教学和

演示教学，学生尽管能够对美术知识产生基础理解，并掌握部分

美术技能，但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能力很难被激发出来，也忽视

了进行批判学习和探究学习，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兴趣也会受

到一定影响。而教师只有转变自身教学观念，在尊重学生个性和

思维成长的基础上创新教学方式，才能培养出符合当下社会和国

家教育要求的新时代初中生。

（三）教学理念僵化

美术史上伟大的美术作品不但显示出作者技法的高超，而且还

展示出作者强烈的情感和独特的个性，并且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这些作品也已经成为作者思想和经验的结合体，因此才能被奉为经

典。因此美术学习不光要学习色彩、构图等美术理论知识，以及绘画、

临摹等技能知识，还要学会利用美术来表达自身情感，释放自身个

性，从而健全自身的人格。但在初中传统美术教学当中，教师比较

重视技能教学和知识教学，忽略了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和审美情趣，

学生无法通过创作来表达个人的情感和个性，对美术的认识始终处

在表面阶段，就只会透过理论和技巧来欣赏美术作品。

二、初中美术教学中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策略

（一）创设审美情境，体会美术之美

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部分初中生想象能力较差，生活

阅历也不足，所以在学习美术知识时，针对部分他们没有见过的

场景，学生不仅难以发现其美感所在，也难以对美术知识产生兴

趣。想要改变这种现象，让学生真正理解美术知识、体会美术意境，

在教学中，教师就可以通过多媒体、诗句等为学生创设情境。如此，

不仅可以让学生在情境中体会美术之美，还可以丰富教学内容，

培养学生对美术的兴趣。

例如：在教授《用心灵接触自然》时，就可以让学生对四季

的景色进行学习与联系。在教学中教师就可以先通过多媒体为学

生展示一些春天美景的图片，带给学生视觉的冲击。随后，教师

就可以为学生播放朱自清《春》的朗诵音频，并让学生结合闭上

眼睛结合所见到的春景图片去体会这篇散文的内涵以及美之所在。

如此，学生就能对春景有基本的了解，也能明白为何人们喜欢春

天。此时，教师再为学生展示油画，让学生学习油画的绘画方式，

其中蕴含的意境等就会简单很多。而通过欣赏多媒体图片、油画、

欣赏散文，也能让学生发现无论是文字还是美术画面，其中都蕴

含着艺术之美。在生活中，只要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那么

美无处不在。

（二）融入生活化教学理念，培养学生挖掘美的能力

美术本身就来源于生活，教师要把这一理念渗透在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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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挑选一些富有青春气息的美术作品来开展教学，利用这些接

地气的案例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提升学生发现美、挖掘美

的能力。例如教师在教授《留住精彩的瞬间》一课时，可以搜集

一些热门电影海报来开展教学，激起学生一探究竟的兴趣，引导

学生自主探究海报类型、排版和设计方法等，鼓励学生自主设计

海报，提升学生审美意识。教师可以为学生展示近期热门电影《长

津湖》海报，让学生分析海报背景、构图、排版等特点，有的学

生认为海报整体色调为灰蓝色，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海报

正中央是“长津湖”三个大字，背景是冰天雪地中前行的志愿军，

以及被积雪覆盖的树林，让人感觉到了这场战事的艰苦。有的学

生自主设计了电影海报，选用白色作为主色调，勾勒了被积雪压

弯的树林、排队前进的志愿军，挂满雪的树枝凸显了常津湖战役

艰辛的战斗环境，志愿军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前行，赞美了志愿军

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精神，烘托了影片的氛围。电影海报可以

激发学生鉴赏积极性，引导学生从构图、色彩、线条和人物等教

学进行鉴赏，提升学生美术审美能力。

（三）精心挑选国内外名作，提升学生美术鉴赏能力

教师要精心挑选国内外美术佳作，带领学生领略西方油画、

雕塑艺术，以及我国中国画、面塑、篆刻等艺术，让学生体会包

罗万象的美术世界，提升学生鉴赏和审美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解

外国比较优秀的艺术作品时，可以运用微课展示文艺复兴时期欧

美各国油画、雕塑作品，介绍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和拉斐尔等“美

术三杰”的作品，带领学生鉴赏外国比较著名的油画作品，鉴赏《大

卫》和《断臂维纳斯》等雕塑作品，让学生了解文艺复兴时期欧

美画家对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追求，感受欧美艺术家热情奔放、

精雕细琢的创作风格，提升学生跨文化理解能力。此外，教师还

可以展示我国独特的国画艺术，带领学生鉴赏山水画、花鸟画和

人物画，了解独特的墨色文化、留白艺术，带领学生欣赏顾恺之、

吴道子、张大千和齐白石等人的作品，了解《马踏飞燕》《说唱俑》

等精美的雕塑等激励学生进行临摹练习，让学生在国画创作中感

受艺术文化，让学生感受中外艺术差异，促进学生美术审美能力

提升。

（四）挖掘优秀民间美术资源，提升学生审美能力

民间美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初中美术教师要深入挖掘

民间美术资源，着重讲解非遗文化，开设民间美术手工坊，指导

学生学习民间手工艺品制作工艺，让手工实践课程提升学生审美

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解纹样相关知识时，可以介绍我国少数民族

纹样，例如壮族服饰纹样、扎染艺术和剪纸、江苏南通的蓝印花

布等，让学生了解我国传统纹样，了解纹样在服饰、手工艺品和

平面设计中的运用，激发学生学习非遗文化的兴趣。教师可以带

领学生利用白色布料、染料和绳子等体验扎染艺术，让学生通过

捆扎的方式在布料上印出纹样，让学生尝试传统祥云纹样、水波

纹样和方形纹样、引导学生对蓝印花布的制作过程进行观察并且

进行尝试等等，提升学生动手能力，让学生体会劳动人民智慧，

并指导学生利用亲手印染出的花布来制作玩偶，进一步提升学生

美术创作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创办班级手工艺术坊，邀请当

地民间非遗文化传承人开坛授课，手把手为学生讲解剪纸、面塑

和刺绣等民间艺术，让学生了解独特的工匠精神，端正学生对民

间美术的态度，带动更多学生学习非遗文化、传承非遗文化，从

而真正提升初中生审美能力。

（五）鼓励开展审美实践，绘出美术之美

学生眼中世界不同，心中所想不同，所创作出来的美术作品

也会存在一定的区别。然而，在实际创作中，班级中学生所绘制

出来的作品却大同小异。其主要原因就是学生在进行美术创作时，

容易忽略内心所想，单纯追求色彩的搭配，这种美术作品无疑是

空洞而没有意义的。为此，在美术教学时，教师就应该让学生变

无意义的临摹为有意义的创造，真正绘制出自己心中所想，展示

出美术之美。

例如：在教授《园林·探幽》时，教师可以选择将园林变为

学生比较熟悉的校园景象，为学生播放校园美景的作品让学生临

摹，为带领学生在校园内写生。由于校园对于学生来说是熟悉的

场所，也是安全的场所，为此，教师就可以给予学生足够的自由，

让学生创作出自己眼中的校园。由于学生的美术知识水平不同，

个人设想不同，所以他们创造出来的美术作品也会千差万别。为

让学生懂得美不应该是千篇一律的，每个人的作品都有独特的魅

力，教师就可以为学生开画展，在班级中展示所有学生的作品，

并与家长以及全班学生共同欣赏、分析每一幅美术作品。如此，

学生才能对美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并积极主动运用手中的色彩，

展示出更多美景。

三、结语

初中美术教师要重视学生审美能力培养，精心挑选富有青春

气息的美术作品，引导学生把生活中的美转化为艺术作品，尊重

中外艺术文化差异，带领学生鉴赏古今中外美术作品，引导学生

从创作背景、文化差异、美术情感、色彩艺术等方面对美术作品

进行赏析，弘扬民间美术文化，带领学生体验非遗文化，激发学

生美术创作兴趣，全面提升初中生美术鉴赏和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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