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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美育视域下初中美术教学中园林的审美角度 
◆张先俊 

（重庆市沙坪坝区回龙坝镇初级中学校） 

 
摘要：美学教育是以塑造完整人为目标的实践活动，它适应新时期教育

要求，重在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和新时代的价值观，提高学生的审美能

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园林艺术在人类的居住环境中也以各种方式呈现
其中，怎样去欣赏，从哪些方面去审美，成为当下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

的一部分。在初中美术教学中通过对园林美（以下主指私家园林）的欣

赏，让学生获得一定美学知识和审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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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是培养学生审美观和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的

教育。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背景下，审美教育在园林的欣赏教学中
有着重要的作用，教学通过园林美，美在自然，美在建筑，美在
文化的感悟中，加强对美的鉴别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因此，加强
审美教育，提高其审美素养对于初中学生欣赏园林之美来说至关
重要。 

一、美育的意义 
柏拉图认为：“美不是美的具体事物。美是理念，是美的具

体事物美的原因。”审美已经成为我们当代初中生生活和学习过
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徐悲鸿的儿子徐庆平曾深切感受到：
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是一个懂得审美的民族，而一个人如果不懂
得审美，那他注定是一个失败的人。 

第一，审美是初中学生核心素养的能力体现。木心说：“没
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也救不了。”新时期美育是为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和培育学生心灵美、行为美服务的。它广泛而深入地
影响着学生的情感、想象、思想、意志和性格。它能丰富学校的
文化精神生活，激起学生的情绪体验，有助于培养高尚情操，提
高社会主义觉悟，鼓舞学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创造一切美好
的事物而奋发向上。 

第二，审美感悟是文化浸润的基础活动。随着学生年龄的增
长，他们在感受、认知、理解、领悟等层面的审美感知不断深化。
当审美意象与审美价值彼此交融后会影响学生的整个心灵，产生
一种全新的情感体验，会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种子深埋在初中学生的内心，能够成为孩子们生长
发育过程中形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美育是文化自信，是文化繁荣的基础性工程。现在有的初中
学生看不懂名画，欣赏不来古代建筑艺术等等，缺乏审美想象力，
这些都需要通过美育来帮助他们逐步提升 

二、初中美术教学中园林的审美角度 
在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的今天，在初中美术教学中我们不

仅要让学生了解园林艺术的美学知识，还需要培养学生对园林艺
术文化与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融合的理念。 

（一）园林的自然之美 
首先山水植物是构成自然风景的基本要素。而中国古典园林

有意识地对其加以改造，调整，加工，从而表现出一个精炼概括
的自然。  

“本与自然高于自然”在园林的筑山理水以及植物配置中表
现的尤为明显。筑山：是历来园林建造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也
就是推筑假山。理水：也是景观构成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既有
静止的美，也有动态的美。在园林中，不管是人工开凿水体还是
对原有水体的改变，都无比要做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有句
诗“一拳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虽然带有夸张的成分，
但是这也表达了以人造小范围的景观表现。园林内植物配置姹紫
嫣红，但都是以树木为主调。因为翳然林木最能让人联想到大自
然丰富繁茂的生态。栽植树木往往三株五株，古干老树而予人葱
郁之感。也就是运用少量的树木来表现天然植被的气象万千，通
过高度精炼和艺术抽象来规划树木的栽植。而且，观赏树木和花
卉还按其形，香，色而拟人化。被赋予不同的性格和品德，在园
林中显示其象征寓意。最为常见的便是“岁寒三友”以及荷花 梅
花 等等。 

总的说来，中国古典园林的创作是通过对大自然及其构景要
素的典型化，抽象化来传达给人们以自然生态的信息。它不受地
段的限制，能于小中见大，也可以大中见小。 

（二）园林的建筑之美 
中国古代建筑通常有亭、台、阁、楼、轩、榭、坊、廊、斋、

厅、馆、室、堂等，在古代不同的园林中选择建造哪些类型的建
筑，首先作到总体布局上依形就势，并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
力求建筑与环境的有机结合。其次是建筑体体量是宁小勿大。因
为自然山水中，山水为主，建筑是从。与大自然相比，建筑物的
相对体量和绝对尺度以及景物构成上所占的比重都是很小的。另
一要求是园林建筑在平面布局与空间处理上都力求活泼，富于变
化。设计中推敲园林建筑的空间序列和组织好观景路线格外突
出。使园内各部分自然相接，以使园林体现然、淡泊、恬静、含
蓄的艺术特色，并收到移步换景、渐入佳境、小中见大等观赏效
果。为解决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问题，中国园林建筑还应考虑自
然气候、季节的因素。江南私家园林中有一种鸳鸯厅是结合自然
气候、季节最好的例子，其建筑一分为二，一面向北，一面向南，
分别适应冬夏两季活动。总之，园林建筑设计要把建筑作为一种
风景要素来考虑，使之和周围的山水岩石、树木等融为一体，共
同构成优美景色。 

（三）园林的人文之美 
人与自然、人文历史都让每一处中国古典园林除了自然美、

建筑美外，还拥有独特的人文美。在教学中我们注重建筑学、城
市规划学和植物学外，还需注重宗教学、美学、文学等等人文学
科，彼此之间的关系更是相辅相成。简而言之，除了我们所能看
见的外，还包含着人文美。对私家园林，园主们既不愿放弃世俗
的荣华富贵，又希望超脱低级趣味。这就形成了园林里的第二种
美——高雅与世俗两者对立又共生，即精神追求用世俗的方式展
现，这样的人文美并不过时。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背井
离乡、物欲横流、尔虞我诈，急需心灵家园，而古典园林所蕴含
的人文精神恰好能够给予现代人心灵的慰藉。 

现代生活中，美时时呈现在我们眼前，教育培养学生对园林
的审美是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必然，引导学生了解园林的美，
在能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的审美情趣之时，丰富学生的视线，
为未来人类居住环境的美学价值提供参考借鉴，更好地用自己的
行动创造美，建设好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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