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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背景下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模式的创新探究 
◆王创锋 

（宁南中学  四川省宁南县  615400） 

 
摘要：新课改下的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模式种类非常多元化，特别是在信

息技术条件下的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模式更是为学生的鉴赏能力提升提供

了自主学习、写作探求等。然而在实际的信息化高中美术鉴赏课堂上，

教师通常会采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教学策略来进行综合应用，以此来

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本文将主要探讨信息技术在美术鉴赏教学中的意

义，以及信息技术背景下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模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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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美术鉴赏课主要通过欣赏优秀作品，让学生了解艺术文
化多元化，开阔他们的美术视野。信息技术在高中美术鉴赏课中
的应用，具有直观形象、生动灵活的特点。在高中美术鉴赏课堂
中，学生需要使用手，学习与创作美术作品。脑，理解与消化信
息技术教学知识。眼，观察多媒体课件内容。耳，听多媒体课件
内容。在多重感官的刺激下，学生的之观感、独特干、景气干、
新颖感得到了有效的刺激，进而产生浓厚的学习欲望。在气氛的
调解下，学生以积极主动的状态投入到课程的学习，有效改善过
去教学效率低下的情况。 

一、信息技术在美术鉴赏教学中的意义 
（一）能够使教学的过程更加直观、具体 
不论是哪一个学科的教学，都离不开理论的教学。不过美术

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的学习，可以凭借文字去描述。美术鉴赏仅
依靠文字的描述并不能让学生充分了解美术结构的框架和创作
的过程。而通过信息技术，则能够让学生在图片链接、叠加、展
示学习的过程，对学习内容建立更加具体的感受，以便学生更好
的鉴赏和分析学习的内容。因此信息技术可用作于美术鉴赏教学
的实践学习过程，注重学生的学习探索，让学生在探索中发现问
题并解决问题。当学生心存疑惑时，也可以借助于信息技术当堂
解决，用更加立体直观的视角解决学生对鉴赏作品的疑惑。 

（二）能够使学习的内容更加生动、形象 
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伴随着二者技术的

发展与结合，信息技术教学如今已经可以应用更加广泛的教学内
容，以影像、图片、声音等方式，注重的是学生在学习过程理解
学习知识。过去的美术鉴赏教学，教师采用幻灯片、黑板、粉笔、
教材的方式，不仅课堂缺乏互动，同时学习过程也非常单调。采
用信息技术教学的方式，则可以有效活跃课堂气氛。 

二、影响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因素 
（一）教师在美术鉴赏教学中的影响 
首先，教师教学观念的影响。在高中美术鉴赏实际教学的过

程中，许多教师并没有认识到这一教学理念的重要性，在教学过
程中仍采用传统应试教育的教学理念，美术鉴赏课堂成为教师自
身的“ 表演秀”，从而失去美术鉴赏教学的意义。 

其次，教师教学模式的影响。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实际教
学过程中，由于教师对美术鉴赏教学的重视程度低下，导致教师
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对课堂教学设置粗糙、教学内容浅显、课
堂教学氛围呆板等现象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对美术
鉴赏学习的兴趣，从而失去教学意义。 

后，教师自身修养的影响。由于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性质
及教学目的的需求，使其对教师专业素养以及知识的丰富性具有
一定的要求。然而在高中美术鉴赏实际开展的过程中，多数高中
学校并没有专业性、高素养的美术鉴赏教师，其美术鉴赏教师多
由其他学科的教师兼任。这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明确掌握
教学主旨和重点，同时也不能更深层次对教材蕴含的艺术内涵进
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鉴赏水平的提升与发展，降低
了教学效果。 

（二）学生自身发展对美术鉴赏的影响 
高中阶段的学生已形成了一定的思维逻辑，同时也具有了一

定的鉴赏能力。由于学生是具有独特思想的个体，对事物的鉴赏
与分析能力具有不同程度的理解。例如，有的高中生其审美素养

以及艺术修养较强，则对事物的鉴赏会产生主观能动性，从而乐
于学习并接受高中美术鉴赏教学。而有的学生由于社会环境或自
身心理因素的影响，并没有较高的审美修养对事物所蕴含的美学
性质、艺术特色和文化气息不能准确的理解，从而在接受高中美
术鉴赏学习时具有一定的困难性。此外，学生除自身审美修养对
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影响外，学生自身的审美追求也是影响高中
美术鉴赏教学的重要因素。 

三、信息技术背景下高中美术鉴赏教学模式的创新策略 
（一）积极将信息技术融入美术鉴赏教学 
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为我国教育事业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信

息化教学快速成为一种被普遍采用的教学方法。高中美术教师应
该积极将信息技术融入美术鉴赏教学，给课堂教学增添无限的乐
趣，使其变得更加多姿多彩、生机勃勃、轻松愉快，在视觉和听
觉的双重刺激下，使学生愿学、乐学、勤学、善学，从而有效地
提高学生的鉴赏、分析水平。如，教师可以借助信息技术给学生
展示罗丹雕塑的作品《思想者》，让学生从不同角度赏析《思想
者》的艺术特色。通过仔细观察、揣摩与赏析，学生能够感受到
《思想者》雕像不仅融合了人体的刚健之美，而且蕴含深刻的人
格精神之美。思想者紧紧握牢的拳头、健美有力的肌肉、深邃睿
智的目光、庄严肃穆的神态、收缩紧皱的眉头等，都展示了思考
的厚重与深沉。 

（二）信息技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将信息技术引入高中美术课堂教学可以大大地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使他们以更积极的姿态、更饱满的热情投入课堂教学
活动，让美术鉴赏教学充满实效。如高中美术鉴赏课“美术作品
的艺术语言”，这堂课的教学目标就是通过向学生展示优秀的美
术作品，培养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和鉴赏能力等。教师首先通过
音频，让学生欣赏古筝弹奏曲片段《高山流水》，在欣赏过程中
引导学生通过感受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来感知艺术的魅力。学生真
切地感受到了艺术传递的情感，学习兴趣顿时高涨。 

（三）基于美术鉴赏的有效整合策略 
美术鉴赏可理解为开放性的学习机制，具有模仿、感悟、体

会等多种内涵，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中体会艺术的精
妙，产生难以名状的兴奋感，不仅对增强学生的美术学习兴趣有
重要意义，也能够使学生产生独具一格的审美感受。客观上，美
术鉴赏离不开充分的美术资源，古今中外各种特色的美术作品，
都具有独特的鉴赏价值。从学生角度而言，在美术鉴赏的有效整
合策略下，能够规避其他学科“标准答案”的心理影响，从艺术
角度追求不同，形成适合自身的艺术风格。如，欣赏中国传统水
墨山水画的同时，教师对比西方油画风景画，让学生自己进行分
析和归纳，从中获取美学启迪。 

结论 
随着新课改的推行，当前美术教育的地位得到了有效的提

升。因此通过信息技术辅助高中美术教学，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
轻松的学习空间。使学生享受学习，享受快乐。让学生真正的成
为学习主体，在不断地探索中，强化学习的价值。建立良好的学
习互动，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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