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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培养中学生的审美观念 
◆廖地洋 

（重庆市云阳县清水土家族九年制学校  404544） 

 
摘要：审美理解力是审美的最高阶段。学生的审美理解能力提高了，分

辨是非的能力就会增强，就会在正确的审美观念的指导下审视社会，对

自身个性的养成，行为习惯的培养和端正学习态度都是大有益处的，学

生的自身素质提高了，学校教学的层次自然会更上一个新的高度。这对

于开放繁荣的社会，特别是对于商业化，金钱化的功利社会来说，学校

美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学生如果缺乏这种能力，就会美丑不分、荣

辱不明，就算是有再高的文化，其心理也是扭曲的。提高学生的审美能

力，不仅是新课改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培养中学生全面发展的要

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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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能让人赏心悦目，美能让人心旷神怡，美可以让生活更美
丽，作为一个中学生，我们要记住：健康的青春就是我们最值得
骄傲的美，勤奋就是我们最美丽的衣裳，服务他人与集体就是我
们展示美的舞台。我们不要过早得让尘世的脂粉遮掩了我们青春
的风采。只要我们拥有文明的举止，纯洁的心灵，青春的朝气和
高尚的人格，不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充满阳光，我们都是最美的
一道风景线。 

一、培养审美情趣、激发审美欲望 
美术是一门培养审美情趣的艺术学科，“情感教育的最大利

器是艺术”（梁启超）。一次野外写生就可以让学生从自己内心捕
捉美、感悟美，激发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春风夏雨，秋霜冬雪
尽收眼底，可谓美不胜收，那种对祖国及其山川的感情油然而生。
美术作品还常常让人产生情绪感化的作用，美术课要善于发掘艺
术作品内在的、健康的感情因素，并将其内在美充分展示出来，
让学生受到爱美情感的感染，使他们的身心徜徉于作品之间。如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那神秘、梦幻般的微笑会让人产生无限
的遐思;罗中立的著名油画《父亲》，那古铜色的布满皱纹的面容，
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巨变，见证着生活的操劳艰辛，一副烟袋更让
人引发出更多的思考，忧郁而又深邃的眼神里饱含着多少思索、
企盼和平凡的追求。此时人们的心中便会升腾起一个伟大而又平
凡的父亲形象。心中感悟的也便是那深沉的父爱，内心所涌动的
是无以名状的感恩与回报。 

二、培养审美理想，构建审美追求 
一堂成功美术课的关键在于审美的结构。审美活动的最初表

现形式是对美感而产生出来的情感反应，但这种感受和感化又都
受到审美理想的制约。如果将审美喻作大厦，审美理想就是基石。
一切优秀、健康的艺术作品，总是集中反映了生活中的美好事物
和艺术家正确的审美观点，它会使欣赏者得到审美愉悦，起着积
极的审美教育作用。一位老师在教学生中国画的时候，讲到敦煌
壁画时，他精心选取了著名学者余秋雨所著的《文化苦旅》中的
几则故事向全班学生讲述了敦煌的经历--中国绘画史上不能忘
记的光辉而又屈辱的一页，学生在感情的流动中感受出了一种责
任、一种意境、一种追求，可以说他们的审美理想在潜移默化中
形成了。 

三、培养形式美感，提高审美素质 
作为视觉造型艺术的美术，纵使其内有万般内涵，都要通过

外在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构成美术作品的各种语言因素，如线
条、色彩、质感、肌理等，人置身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面对的
是一个丰富多彩、无限变化的世界，高矮胖瘦、坐立行走、喜怒
哀乐、悲欢离合、形形色色的众生相，城市乡村、民俗风情尽收
眼底。人置身于风光无限的自然界，山势的高大雄伟，溪水的变
曲流传，花卉的艳丽娇媚等。学生就是通过这些形式的感受，构
成了对自然美和艺术美的整体知觉，这些审美形式不一定开始就
能成为每个学生的感知对象，在没有经过老师的讲解、引导或指

导学生写生之前，它们往往是一种潜在的因素，所以培养学生对
形式美的感受能力，就成了审美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中学美术课
的最初阶段，往往首先引导学生去认识线条的魅力。在中国传统
绘画中，线条是造型的基础，各种不同粗细、浓淡、干湿、疏密、
轻重及抑扬顿挫、刚柔并蓄、变化莫测的线条，表现了不同造型、
不同质感的千变万化的事物。形式美感的培养还在于对色彩感知
能力的提高上，对色彩的感知因人而异，在美术课中，就要做到
使学生懂得色彩的一般知识和调配方法，培养他们对色彩的观察
和分析能力。 

四、立足创新精神，培养审美创造能力 
培养学生感受美、鉴赏美的能力不是美术教育的最终目的，

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审美想象力和创造力，提高形象思维能
力，以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去进行创造美的实践。首先要让
学生学会欣赏作品，学生对于作品不仅是欣赏者、局外人，而且
是参与者、创作者。有幅名字叫做《破纪录》的画，画面上表现
的是一位跳高运动员猛力跳过极限的一瞬间，远处的观众睁大眼
睛，屏住呼吸，露出惊奇的神色。这幅画面反映的是动态美、力
度美。当问及学生如果让你去画这幅画，你会做怎样的画面处理。
学生提出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无形中也就真正感受了美，进行美
术欣赏是一种积极活跃的相互交流的活动，除了欣赏者和作者共
鸣，还有让学生展现自我意识调动情感因素，发表自己的见解，
进而提高去创造完美的能力。我们的教育对象，那些正处于发育
中的孩子们，他们充满幻想，认识的角度也相对丰富，而审美创
造能力的形成是以学生想象力为前提，以在美术课中学到的技能
技巧为途径，所以美术技能技巧的训练在中学美术课中仍占有重
要地位。学生可运用所学的有关线条、色彩、比例构思，透视解
剖、质感、肌理等造型手段，以及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分析能力，
在老师的指导下，创造出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美术作品。 

五、培养学生审美意识应做到课内课外相结合 
审美意识是伴随着人一生的重要意识，这种意识的培养不是

一天两天或靠仅有的几节美术课就能完全达到的。因此，对学生
审美意识的培养不应仅仅局限于美术课堂，而应体现在学生日常
生活的许多时刻和许多方面。作为美术教师可以将美术课堂教学
与课外美术实践活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来最终达到培养学生审
美意识这一目标。课内，教师应充分利用教材，使学生树立起正
确的审美意识。课外，教师可以通过丰富的美术活动来完善学生
的审美体验。鼓励学生用课堂所学的美术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为
自己的生活服务。如：教师可组织学生配合班队以及学校的艺术
节、运动会等活动，自行策划、设计、制作会标、海报；让学生
运用所掌握的绘画技能，自行设计绘制童装、学生装或校服；组
织学生集体讨论校园或附近社区的环境美化方案等等。通过课外
丰富的美术活动实践，使学生获得更多的审美经验和鉴赏能力。
教师还可引导学生多观察身边的事物，要求学生作“绘画日记”，
把生活中一些有意义的事物用绘画的形式加以记录，这些对提高
学生观察生活、表现生活以及树立正确的审美意识都能起到立竿
见影的作用。 

总之，美术审美教育贯穿于美术教学的全过程，而激发审美
兴趣、树立审美理想、培养形式美感和审美创造能力是其根本途
径和方法。我们要将每一节美术课设计的像一篇篇优美的散文，
像一曲曲动听的歌，真正让学生能寻找美、感悟美，进而去创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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