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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艺术欣赏教学中，不仅仅是枯燥的讲解，而应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去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理解作品内容和形

式，体会作品美，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艺术欣赏的审美教学目的。同时作为一名美术教师，我们应不断地充实自己，努力提高自身的艺

术修养，厚积而薄发。 （作者供职于内蒙古包头市科技少年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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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重绘画之语言。美术欣赏，实

际上就是一个认识作品、把握作者思想意

图的过程。其切入点首先必须了解绘画作

品的构成。一幅美术作品应该由三部分构

成，（1）绘画语言：指构成画面的点、线、面、

色彩、形和形式。（2）绘画内涵：指作品传达

出来的思想及情感等。（3）材质媒介：指绘

画语言所借助的材质媒介的作品的装裱及

所被放置的环境。

欣赏者可以从这三方面切入作品进入

欣赏活动，其中，绘画语言又是三者中对切

入画面、进行欣赏活动关键。

在美术欣赏教学中，西方绘画欣赏是

教学难点之一。教学中不能只停留在对形

象的简单对照上，同时需要强调色彩、点、

线、面等纯绘画语言的表现。如抽象派的

作品令学生感到难以捉摸，但它非常讲究

画面中点、线面和色彩的构成，所以让学生

了解一些构成知识，他们就会懂得抽象派

作品并不是随手乱抹的“涂鸦之作”。

（二）音乐美术之融合。俄罗斯画家康

定斯基说过：“绘画是视觉的音乐。”音乐与

绘画虽然一个为听觉艺术、一个为视觉艺

术，但两者在思想感情上，让人内心产生的

共鸣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把音乐融入到欣

赏课中，可以达到图音并茂、声色俱全的

效果。

譬如在欣赏蒙德里安的作品《百老汇

的爵士乐》时，有学生会轻蔑地说一声：“这

也算名画，我也能画。”但如果配上相应的

爵士乐后，立刻从静止的画面一下子过渡

到动态的艺术效果。在背景音乐的感染

下，学生能够感悟到作品所表达的内涵。

于是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提出用鲜艳的色块

表达情感、用跳跃的浪线表现心中的感

受。实践证明把音乐融入到美术中，可以

使学生的绘画热情高涨、创作思路更宽，更

好的拓展了艺术空间、增强了艺术趣味。

（三）艺术形式之比较。中西方绘画艺

术形式有许多是相通的，在教学时可选择

一些中西方画家题材内容类似的作品让学

生进行比较分析。如将潘天涛的中国画

《露气》与莫奈的《睡莲》让学生进行比较，

找出中西方绘画的主要区别。学生兴趣浓

厚、你一言，我一语，归纳了它们的主要

区别：

（1）中国绘画注重用线用墨描绘事物，

讲究笔墨；而西方绘画重视色彩、光线的表

现。（2）中国绘画不定点写生，注重事物的

神韵表现，并与诗书、印结合；西方绘画定

点写生，运用焦点透视，讲究事物真实性。

（3）中国绘画一般不画背景，造成虚实相生

效 果 ；西 方 绘 画 则 要 画 出 深 浅、虚 实 的

背景。

（一）注重并加大学生学习自由度。传

统欣赏教学往往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这

也就淡化了美术欣赏课中的实践活动，也

就导致了美术欣赏教学成效的降低。所以

我们要加大学生学习的自由度，把学习的

主动权还给学生。

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适当地增加练

习、练画的机会，由此可以收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1）要求学生通过对美术作品的

分析撰写美术评论短文。通过写评论短

文，促使学生积极参加讨论、进行作品评

论，增强对学生美术评论能力以及视觉分

析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2）在欣

赏教学中我们还可以对欣赏的作品进行

艺术再加工、再创造。学生通过对作品原

有内涵的理解进行补充、加工、深化，创造

出各具特点的艺术形象，推动学生个体综

合素质的提高。艺术是“创造”而不是模

仿，在欣赏教学中也不可忽视。学生对于

那些难以接受的作品总是会问：这样的作

品为什么会成为世界名作？所以作为教

师除了引导他们感受作品的美感之外，还

应该让学生了解这是画家用自己心血独

一无二的创造，由于他们的创新丰富了视

觉艺术语言。

教学中甚至可以让学生拿起画笔、打

破欣赏课纸上谈兵、光说不练的局面，引导

学生运用各种手段表现自己作品的独特之

处，激起创造热情，有助于学生对作品更深

入的理解。

（二）注重学生美术欣赏评价能力的培

养。让学生学会分析、评价、反思是“学会

学习”第一步，是对学生进行美术欣赏评论

能力的培养，也是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学

习”的关键。

学生在课堂中不仅应主动开展学习活

动，还应拥有对学习成果的自我评价的能

力。教学中让学生积极参与到对自己的学

习成果的评价中去，既能从中体验到成功

的乐趣，同时还能用评价的手段发现自己

在知识、技能及学习态度上的不足，及时取

长补短。所以在教学中我鼓励学生积极大

胆参与探讨，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用心

聆听学生的见解、分析他们的想法，注重学

生对学习的态度、学习方法的评价并作出

相应的指导。通过这种能力的培养，大部

分学生面对一幅幅陌生的作品从以前被问

到感受如何时经常表现出哑然无语的状

态，到现在能有条理的讲述自己的视觉感

受，并大胆地说出自己对一些作品的评价

与判断，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另外，从学

生课堂欣赏点评的作业效果来分析，学生

基本掌握了美术欣赏方法，敢于表达自己

的审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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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美术欣赏教学
■高利

美术欣赏教学是艺术教育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美术教育中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提高学生审美能力

和艺术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不断地对美术欣赏教学方法进行探索和研究，才能有助于提高教

学效果，从而真正发挥其提高学生审美能力、陶冶高尚情操的作用。如何在初中美术欣赏教学中将一些

专业性较强且有一定教学难度的艺术理论知识变得易懂好学，使教学效果得到提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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