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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我对中学美术欣赏课的一点看法 
◆李  征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  广东佛山  528200） 

 
摘要：美术欣赏课要求学生对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等视觉世界进行欣赏和

评述，逐步形成审美趣味和提高美术欣赏能力，并应用语言、文字等表

述自己对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等视觉世界的感受、认识和理解。对于教学

我们只有深入的去研究、探查美术欣赏课的内涵与意义，了解教学的目

的所在，才能真正科学、合理、有效的完成师者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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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开设了艺术欣赏课，使得学生能够接触到许多名家名
作，这是件好事，能够极大的丰富学生的心灵和开阔他们的视野，
获得一些在其他途径所无法取得的情感体验和知识，这对学生的
健康成长是极有益处的。 

但是作为艺术欣赏课，又该如何进行，或者说重点该如何去
把握？这或许是我们所真正要去弄明白的东西。我们知道一件艺
术作品，作品本身是极为成功的，在许多方面都可以成为专业人
士临摹学习的范本，但我认为这其实只是作为绘画手段而言，如
果我们单纯的仅从表面的造型、色彩、光影、塑造手法等纯粹技
术层面去理解和探究的话，那作品本身就已经是失去了生命灵性
了。难以与我们发生任何共鸣，更别提将这一切强加给尚且稚嫩
的初中学生。可以想像每节欣赏课都是将一件件优秀作品肢解成
一堆技法名词，学生的热情还能持续多久？ 

新课标对欣赏课程这一模块是有具体指导要求的。要求学生
对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等视觉世界进行欣赏和评述，逐步形成审美
趣味和提高美术欣赏能力，并应用语言、文字等表述自己对自然
美和美术作品等视觉世界的感受、认识和理解。在此过程中，需
要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学会欣赏和认知美的材质、形式和内容
等特征，了解中外美术的发展概况。学生需要逐步提高视觉感受
能力，掌握运用语言、文字和形体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识的基本
方法，形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发展审美能力。同时培养学生崇尚
文明、珍惜优秀民族艺术与文化遗产、尊重世界多元文化的正确

度。 
新课标的要求不仅是对学生的要求，同时更是对教师的要

求。我们如何才能真正上好一堂美术欣赏课，如何才能让学生在
教学过程中身心愉悦的汲取知识，而不是在枯燥乏味的讲述中消
磨时间，磨灭学习兴趣呢？我们首先需要学会正确的看待艺术作
品。它不是简单的颜料或材料堆砌的游戏，而是一种精神。 

文学与艺术在这广袤的历史长河中，时有交汇而迸发出璀璨
而耀眼的光辉。文学因艺术而神秘空灵，艺术因文学而厚重，耐
人寻味。一件伟大的作品往往具有深重的内涵，这其中有作者本
人的，也有时代所赋予的。我们也许能从中听见作者灵魂的呐喊，
也能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它们丰富而复杂的构成了一件作品
的灵魂，或者说生命。如梵高的《向日葵》，金黄的色彩，像炽
烈燃烧着的火焰，是那样的艳丽与华美。那极富运动感和仿佛旋
转不停的笔触是那样的粗厚单纯，饱含生命的激情，我们仿佛能
看到阿尔八月的阳光在画面上大放光芒，这些色彩炽热的阳光，
是发自梵高内心虔诚的精神情感。梵高笔下的向日葵不仅仅是植
物,更是带有原始冲动与热情的生命体，是梵高生命的真实写照。
再如达芬奇的《 后的晚餐》，当耶酥平静的说出“你们当中有
一个人出卖了我”这句话后， 十二个门徒一跃而起，或惊恐，
或疑惑，或愤怒，或悲伤，构成了一副内心情感暗流汹涌、波澜
壮阔的神作。我们听不见他们说话的声音，却能够淋漓尽致的感
受到每一个人的心声，仿佛将我们置身于那一个注定不平静的夜
晚，接受人性上的宣判，这也是文艺复兴这一欧洲特定历史时期
独有的人性的复苏与解放。 

因此，我认为美术欣赏课，不应该只是以美论美，而应该是
文学的，诗意的，历史的，哲学的，只有这样的欣赏课，才不会
淡薄而乏味，才会使人有所思而心融融。这就要求教师不仅仅需
要本专业的知识，更需要从更多的各个方面汲取养料，丰富自己
的文化知识与精神内涵，从而让知识立体起来，做到厚积而薄发。

这条路虽然道阻且难，但是如果坚持这么去做了，无论能走得多
远，都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勇气。 

学生的知识水平毕竟有限，我们不能指望学生能够独立理解
一切画中的内涵。这需要教师很好的引导与启发。学生的学习只
有主动参与，充分调动自身的创造潜能，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教
师需要巧妙的设计问题，激发起学生探究的热情和兴趣，这也是
上好欣赏课的一个重要手段。例如在达芬奇的《 后的晚餐》一
课中，我们知道了谁是背叛耶稣的叛徒犹大。但是，我们如何能
得知画中十二门徒中谁才是犹大呢？天才的达芬奇运用了多种
手法来或明或暗的指出了叛徒的所在，学生们会 着极大的兴
趣，会代入侦探的角色中去分析探寻证据。他们会激烈的相互争
辩，论证，这就很好的活跃了课堂，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主动参与
进来。 

另外，为了更好的表达主题，让学生融入各个情境之中，我
们在不同的环节适当配以相合的音乐，或舒缓、平静，或春意盎
然、喜气热烈。例如达芬奇的《 后的晚餐》一课中，我选用了
莫扎特的安魂弥撒曲的第二乐章。当纯净而崇高的颂唱声仿佛从
天国降临，缭绕我们的心头，荡涤我们的心灵时，画中耶稣在众
门徒神情激动，激烈争吵时，平静淡然的神情越发显得崇高而伟
大，仿佛一切都了然于心中，这是对命运的掌握与淡定。另外，
在文字、图片与色彩方面也需要精细搭配，这些虽是细节，却也
是营造氛围的重要手段，有的时候所能取得的效果是十分明显
的。我希望欣赏课是享受的课，不仅仅是心灵上，同时在视觉与
听觉上，也都能给人带有一种愉悦的感官。 

当然，教师的言语表达也是极重要的。表达不善也可能会毁
了一堂本应成功的课，很难想象，言语枯涩乏味，语调平板，让
人昏昏欲睡，又怎会让人兴起学习探究的念头。假若措词用语能
精准到位，优美而富于内涵，那本身就是一种美。身处这样的课
堂，又有谁不陶醉其中，分神他顾呢？ 

教师的道路是一条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充实，不断攀
登的道路，付出越多，越是能登高望远，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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