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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中阶段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赏析能力、素质观念的重要时期。在新课程标准下，高中美术教育能够通过各类美
术作品欣赏，美术技巧学习等方式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欣赏能力等。为了保证高中学生的美术课程学习质量，高中美术教师在授
课过程应该及时发现学生的学习关注点，创新美术课堂，从而通过美术教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创新观等。本文通过分析
部分教学案例，提出在新课程标准下保证高中美术欣赏方法教学质量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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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中阶段开设美术鉴赏课程旨在通过分析各类优秀美术作

品来提升学生的艺术情操，并引导学生学习更加专业的美术作
品欣赏方法，从而增强学生对艺术作品的鉴赏能力，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并学习到不同时期作品的人文底蕴。但是，大部分
高中学生因为课程安排以及美术鉴赏基础薄弱等原因，无法在
短时间内掌握欣赏方法。因此，美术教师就应该创新美术欣赏
方法的教学模式，结合学生日常学习的各科文化课知识，通过
多种方法帮助学生掌握美术欣赏方法，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 

一、注重时代背景分析，实行多科目结合教学 
美术作品创作者在创作作品时，大多会将自己所处的时代

背景、季节变化、自然奇景等元素融入到自己的绘画作品中，
因此，大部分优秀美术作品除了需要欣赏其中的绘画技巧外，
还需要鉴赏作品中蕴涵的情感表达[1]。由于高中学生的生活背景
与部分美术作品创作者的生活背景存在较大差异，学生在鉴赏
的过程中缺乏鉴赏经验和专业的鉴赏知识，因此，美术教师在
为学生分析各类美术作品时，除了要将能够使用到的美术欣赏
方法外，还可以结合学生常见的文化课知识，通过举一反三的
方法让学生理解各类美术作品中蕴涵的创作情感和价值观。例
如，在学习人美版高中美术鉴赏《培养审美的眼睛》这一章内
容时，其中的《捣练图》和《拾穗》这两幅作品的题材相同，
所处时代和所处国家不同。学生的生活背景与这两幅作品都有
着较大的差距，因此，教师在分析对这两幅作品的欣赏方法时
就可以引入高中历史内容，先为学生介绍盛唐时期人们对“美”
的评测标准，以及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还有法国画家的生活
环境，以及该时期法国阶级社会的各类制度等。让学生了解画
家的创作环境，从而通过更加客观的鉴赏心理完成对这两幅作
品的欣赏，并了解到两位画家在作品中展示出的不同国家、不
同朝代的生活气息。同时，教师还可以在引导学生欣赏唐朝作
品时融合高中语文教材，通过绘画作品和诗词作品的结合，让
学生更好地感受到我国古代不同朝代画家的绘画技巧变化和情
感变化。 

二、扩大艺术感悟范围，实行多感官结合教学 
电影、电视剧等影视作品在向人们展示人物的情感变化时，

除了需要借助人物的表情、动作等，还需要借助人物的语言和
背景音乐，通过多感官的情感传递让观众更加直观地了解到该
作品的展示目的[2]。美术作品欣赏也可以采用同种教学方法，美
术教师在为学生讲解各类美术作品和其中包含的绘画技巧时，
除了向学生直观地展示绘画作品外，还可以匹配与作品相关的
音乐作品，让学生通过“看”与“听”的结合更准确地掌握美
术作品的含义[3]。同时，在鉴赏美术作品时加入背景音乐还能够
更好地激发学生的情感变化，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例如，
在学习人美版高中美术鉴赏《感受中国古代恢宏的雕塑群》这
一节内容时，其中的雕塑作品《马踏飞燕》在进行美术鉴赏时，

就可以运用多感官结合的方法。这个雕塑作品能够从外观直观
地看出作品的精细度和奇妙的构思，教师在为学生展示作品图
片时播放同名歌曲《马踏飞燕》后，学生能够通过歌手的演唱
情感变化更加直观地感受到雕塑者的创作情感，同时还可以音
乐与雕塑的结合观察了解到作品所展示出的朝气蓬勃的生命
力，和中华民族坚韧勇敢的品质。 

三、注重作品细节观察，实行多角度分析教学 
美术作品不仅蕴含着绘画者的绘画技巧、情感寄托，部分

美术作品还包含着一些独特的细节文化。这类美术作品不仅展
示出了各类景物、人物、动物的形态结构，还具有一定的绘画
逻辑。因此，教师在引导学生欣赏这类美术作品时，除了要介
绍画家的创作背景外，还应该让学生注意观察作品的细节展示，
并为学生分析作品中细节逻辑的妙处[4]。例如，在学习人美版美
术鉴赏《中国古代绘画撷英》时，其中的《龙凤仕女图》就有
着很多细节，同时，各处的细节展示也代表着不同的思想变化。
这幅作品中右下方妇女的发髻和服饰细节不仅代表着该时期人
们的服饰特点，还代表着妇女的身世地位，而妇女双手合十的
动作则又展示出她的心理活动。妇女头顶凤鸟的尾巴向上卷起，
左侧的龙向上升腾则又代表了这个时期人们死后魂魄归天的意
识。教师在引导学生鉴赏这幅作品时，除了要对作品的整体构
造、颜色进行分析外，还应该着重分析人物、龙凤的细节之处，
让学生通过观察作品的微小细节变化，了解到美术作品中包含
的历史知识、思想变化、人文情感等。《人物御龙图》也可以采
用同样的欣赏方法，教师可以将两幅作品在同一节课中进行分
析讲解，学生通过第一幅作品了解到这类欣赏方法后，教师就
可以让学生自己观察第二幅作品中的细节，从而加强学生的学
习印象，增强学生的学习效率。 

四、结束语 
新课程标准下，高中美术教学需要对传统的美术欣赏教学

做出较大幅度的改动，但是，在创新教学方法的过程中更应该
考虑将美术方法和新教学法有效结合的措施。从而引导学生准
确地掌握美术欣赏方法，并借助所学知识了解和学习到各类美
术作品的人文底蕴、情感表达。同时，教师在开展创新教学的
过程中还应该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思考，让学生将所学、
所感正确地应用到生活中，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从而在提升学生鉴赏能力时，增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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