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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美术名作赏析探究
赵昕锐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实验中学　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初中阶段是人的素质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人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阶段。为了使知识体系不完善、文

化基础较强的初中生能够通过一门好的艺术评价课程，提初中学生的艺术评价水平，达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教师应该整合

不同学科的教材，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提高学生的艺术技能和能力，让学生欣赏和尊重不同的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

艺术品关注生活中的艺术现象，进而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强调艺术鉴赏课程的人文魅力。过去，一些教师认为艺术课程是

发展艺术和传播艺术信息的过程。近年来，艺术课程成为新的关注焦点。艺术教育要求学生在实际情况中找到明确的问题和

目标，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寻求创新发展。这样的课堂教学，支持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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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学者将艺术学科定义为技能学科，认为艺术技

巧的教学是艺术学科教学的基本内容。但《美术教育必修标

准（2011 年版）》明确指出：“美术课程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应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创新精神、审

美情趣和为国家使用美的艺术作品的能力的现代公民。”学

生素质的发展，也是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人文精神的重要环

节。视觉形象是一门艺术学科的源泉。美术欣赏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从基础知识入手，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引导学生合

理构建评分体系。鉴于中学美术增加教学的价值和成就的目

标“培养现代公民的人文精神、创新能力、审美情趣和艺术

技能。”“学生可以学会欣赏和尊重不同时代和文化的艺术作

品，关注生活中的艺术现象，培养人文精神”反映了学院的

一个关键点是艺术老师，以及艺术的本质的实现程序。

一、整合经典篇目

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文章中强调艺术：人们用语言传

达思想，而人们用艺术向自己传达感情。艺术的创作与情感

的爆发密不可分。对艺术的接受是创作者的情感及其感激的

情感的回声。艺术创作源于“情感”，情感也是艺术认知的

“砖”。

例如，在教学开始，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为学生展示

《墨蟹图》，学生们能看到水墨螃蟹横于纸上，张牙舞爪好不

威风。这时，教师就可以为学生们介绍这幅画作的背景，让

他们了解到齐白石大师在抗日战争时期在特务头子宣铁吾的

生日宴上，面对宾客和民族的叛徒，齐白石不卑不亢，以

《墨蟹图》讥讽宣铁吾的英勇作为。这样的民族气节值得我们

敬佩，齐白石大师的成就和画作也值得后人学习。

还比如，在《清明上河图》的欣赏中，教师通过网络来

搜寻相关资料，同时将这一画作制作成多媒体课件进行展

现，让学生通过观看领略这一美术作品的磅礴气势与恢宏之

美。教师利用自己准备的资料，为学生提供具体的解读欣赏

信息：作者的人物简介、北宋的经济状况、这一作品风俗画

的特点以及定义、作者在创作中运用的技法，这一作品与西

方绘画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它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教师

引领学生对这一作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解读与欣赏。这

也使学生不单单是看到眼前的一幅作品，更了解了作品的内

涵，学会了欣赏，从画作的构图、作者的背景、社会时代背

景以及它所体现的独特风格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解，带给学生

的是更为丰富的艺术世界。每一幅作品所展现的美是各个不

同的，因此，教师要在引导学生进行欣赏的时候找准侧重点。

不同作品的讲解有所侧重。有的侧重于作者奇妙而独特的构

思，有的侧重于对时代背景的描摹，展现一个跌宕起伏的历

史故事，还有的侧重于其造型上的表现力。无论怎样的作品，

教师首先要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引领学生找准作

品中的重点、美点，进而设计有效的欣赏教学。在这种艺术

欣赏教学中，教师有意识地只整合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使

艺术更贴近学生的实际，从情感入手，并始终将情感融入评

价过程中，使学生积极探索、积极认同，逐步培养学生的健

康意识和人格。

二、立足立意，循序渐进

在艺术中，科学的欣赏、认识和分析是密不可分的。教

师需要培养和提高学生欣赏艺术的能力，创造和培养学生欣

赏艺术作品的人文意识。如梵高的《向日葵》，在这一作品

中，用色大胆，色彩鲜明，对视觉冲击感强，能够很好地表

现梵高的绘画热情。向日葵作为一种向阳性的植物，会一直

跟随太阳旋转，就好像寓意着作者梵高对绘画的热情一样，

没有了绘画，梵高就好像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从另外一个方

面来看，作品当中鲜艳的颜色也体现着梵高对生活的热爱，

但是由于时代的问题，梵高没有得到世人的认可，最终在抑

郁中走向生命的终结。经典的作品总会引发人们对其进行深

入的思考，时间不会磨灭真正艺术的魅力，反而会增加它的

厚重感。教师在欣赏这幅作品的过程中，可以对梵高所处的

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进行讲解，让学生了解当时社会上所流

行的绘画风格以及梵高本人的性格特点，从而更加全面地分

析《向日葵》这部作品。在欣赏课程中，要防止出现教师一

言堂的局面。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在鉴赏时，

重点强调学生的学习体验。一开始学生可能没有属于自己的

见解，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借鉴他人的想法，以此来循序渐进

地提高学生的欣赏能力，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

观念。

三、培养艺术通感

艺术学习应该从简单的技能和能力水平提升到艺术文化

学习的水平。美术教学要创造一定的文化情境，增加文化内

容，通过艺术学习，加深对文化和历史的理解，加深对艺术

的社会作用的理解，建立适当的文化价值观，培养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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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欣赏教学中，教师要自觉地以“美”为基础，以“美”

为指导，引导学生创造巨大的人文意识和艺术观念，把艺术

置于人文的社会环境中，用“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

例如，在学习梵高的油画的时候，教师就可以利用多媒

体技术先为学生展示梵高的油画画作，《丰收》、《奥里斯教

堂》、《向日葵》等色彩明艳的油画作为范例先让学生进行思

考，然后引入油画色彩这一概念进行学习。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可以对画作进行分析，对于绘画来说，与现实相似是首

要条件，但是并不是局限绘画的束缚。例如梵高的《丰收》

主要以色彩进行描绘，而不局限于“形”上的相似。明亮灿

烂的色彩之下，既可以描绘出秋日收获的喜悦，还与“丰收”

之词相互映照，让他的色彩画具有强烈的生气，有一种现实

的美感。

艺术一直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评价应注重学生对学

习领域的积极参与，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意识，在各种教学

方法中引导学生掌握最基本的艺术评价方法，学会通过美术

馆、博物馆、网络、书籍和杂志收集相关信息，提高学生的

评价评价能力；我们需要让学生关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在

文化语境中理解艺术作品，培养人文精神。

四、增强文化理解

完美的作品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受到不同时代的影响，

所以教师要想让学生深入了解作品的内涵，就不能忽视对作

品文化语境的阐释。从形象效果的角度来看，中学生很难把

握这幅画的美。在此基础上，教师应该丰富自己的历史积淀，

详细呈现这幅画的历史脉络。这幅作品反映了画家对祖国的

热爱。这幅画展示了美丽的风景，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强

烈的时间感。

艺术教育强调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通过积

极的情感体验培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无价的，可以进一步

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激发他们对人类历史文化的热爱，使

他们创造出更完美的艺术作品。例如齐白石的《虾》可以让

学生理解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幅图像的灵感来源于齐白石的

运气。齐白石在池塘边清理地面时，虾子因为有血而捏住了

齐白石的手指。齐白石看到草虾后，非常感兴趣，仔细观察

它的动作。齐白石虾仁是真实的，被很多人称赞。通过这种

方式，观察也可以激发兴趣。齐白石虾体现了“代表万虫”

的艺术理念。为一百只鸟创造上帝。”他自己种花种草，养鸡

养鸭养鱼，使他的创作更加生动。齐白石的真实作品对学生

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作品的欣赏过程中，教师要渗

透文化精神，引导学生积极发现生命的奥秘。通过这种方式，

他们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当学生不再感到枯燥乏味时，在

艺术鉴赏课上他们可以体验到更多的美感和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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