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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术鉴赏课程将学科理论与审美实践相结合，使美术学科的基础知识理论通俗易懂、脉络清晰，不仅能

够提高学生的美术鉴赏能力，对于学生的观察力、理解力、表现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也具有重

要的作用及价值。基于美术学科五大核心素养的提出，探讨更多美术鉴赏课程教学的可能性，能够更好

的使现代美术教育符合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同时对于提高美术教学质量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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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 appreciation course combines subject theory with aesthetic practice, making the basic know-
ledge theory of art subject easy to understand and clear. It can not only improve students’ art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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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ation ability, but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nd valu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observation, 
understanding, expression and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Based on the five core qualities 
of art discipline,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teaching more art appreciation courses can better 
make modern art education conform to the personalize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also has a 
certain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r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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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术学科核心素养与高中美术鉴赏课程的联系 

美术鉴赏活动是美感教育与审美教学的结合，通过美术鉴赏课程的学习能够提高人们认识美、理解

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着力点，在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中发挥着独

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中提出的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

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美术学科

核心素养，主要包括图像识读、美术表现、审美判断、创意实践和文化理解。 
美术鉴赏是运用感知、经验和知识对美术作品和美术现象进行观察、体验、联想、鉴别与评价，获

得审美经验，提高艺术品位的美术活动。作为普通高中美术课程中的必修课程，美术鉴赏课程在学习内

容的要求上与学科核心素养有较为紧密的联系。美术鉴赏能力的养成是循环上升过程，每次鉴赏活动都

可能是诱发新体验、新发现的契机。因此，需要将基本问题和方法贯通于整体的学习内容中，通过持续

学习，增强学生对美术作品呈现的基本问题、形式特征、艺术手法和重要细节的感悟和认识，从而提高

鉴赏能力。而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在持续学习的要求上与美术鉴赏能力的养成是一致的。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

转变传统教学理念成为关键任务，要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师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还要重视培养学

生的综合素质，美术学科核心素养正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在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求下，我们要将核心

素养理念与美术鉴赏课程不断融合、相互促进，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操、美术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 高中美术课程教学的不足之处 

2.1. 对于美术课程的“定位”不清晰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中，很多学校依旧强调“唯分数论”，以学习成绩作为衡量一个学生优秀与

否的标准，这导致大多学生只重视文化课程的学习，而忽视了自身艺术素养的培育。导致出现了单纯的

把“好学生”定义为文化课成绩优秀的人的畸形现象，这样的观念往往忽视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素

质教育等方面的考察。并且大多数学生及家长受到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会把美术课程教学简单地认为

成是“绘画课”或是“欣赏课”，导致美术与其他学科相比还是处于被忽视的尴尬地位。长久以来，这

样的观念逐渐在人们心中树立了一道阻碍美术教育发展的围栏。在这样的观念下，美术课程变成了副科，

在学生不重视的同时自身也缺少了艺术教育的熏陶和培养，缺乏对艺术课程学习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学

校教育中缺失了能够提高学生艺术素养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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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美术教学方法陈旧 

美术是一种长期传承下来的艺术形式，也是一种接受新颖表现方式与绘画思想艺术形式，所以美术

课程也应该兼具传统与新颖的教学思想与方法[1]。美术课程教学是学校开展美育的主要手段及关键途径，

美术学科也是对创新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培育最有效的学科之一。但通过对实际教学现状的调查分析来

看，许多美术教学方法仍是简单的灌输式教学。例如在美术鉴赏课程开始时，教师对教材上的内容进行

讲解后要求学生对教材中的作品进行流于表面的观察。这样的教学手段对于新时代美育的发展及学习要

求来说无疑是落后的。在现代教学环境下，教师在进行具体授课时既要具备传授理论知识的能力，也要

通过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等手段培育学生的综合素质。如果只是单纯的通过教材中的理论知识进行灌输

式的教学，那么可以说美术课程就无法获得预设的教学成果，这样一来势必影响教学目标的贯彻落实。 

3. 以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的美术鉴赏课程教学策略探究 

3.1. 优化高中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策略研究 

对于美术课程“定位”不清晰这一教育现象，我们作为一线美术教师或未来的美术教师，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认真学习我国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改革

的宝贵经验，提高对国家基础教育课程的教育方针、教育思想、教育目标、教育内容的认识，提高自身

的思想觉悟和认识，向学生及家长普及宣传美术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认清美术教

育的地位以及美术教育的根本任务，要坚持立德树人、以美育人，培育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

情操；认识文明成果，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创新精神，发挥

美术学科独特的育人功能，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 
针对美术教学方法陈旧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参考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中提

出的要求。新课标对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逐渐成为课堂教学的“主导者”，

因此教师的课堂教学模式需要进行创新，运用互联网技术和多媒体设备来提升美术鉴赏课程教学的质量，

改变原有的传统模式，例如知识查验以及安排课程作业和课下任务等教学构造。新课标下，教师要根据

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一切为了学生的教育观念，把课堂教育体系调整成“以学生为主”并不是“以

教育为主”。根据“欣赏、问题、议论、讲解、练习”五个角度进行具体的鉴赏教学，最大力度的提高

教学质量。这五方面贯穿于美术鉴赏的整体教学活动中，这五点看似相互独立但实质上是一个整体，在

具体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固定的顺序，而是要在教学过程中，按照需求进行配合，以此来满足

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目标。运用新课程理念的结构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

地位。 

3.2. 基于核心素养理念开展高中美术鉴赏课程的重要性及价值 

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概念提出后，对美术教育教学的形式及手段提出了更高要求，要使学生在基于

核心素养理念下的美术鉴赏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将其运用于现实生活中。这一完

整的学习环节，要求学生不仅掌握美术知识及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对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美术鉴赏课程是美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承担起对学生开展美育、德育的任务。教师通过

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对美术作品进行鉴赏，通过画面传达出的美术表现语言与创作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感受作者在创作时的内心情感与思想表达，从而理解美术作品反映现实生活，或是揭露社会黑暗的主旨。

当学生通过美术鉴赏课程的学习而具备了发现美的能力时，无论是在作品还是现实生活中，都能感受到

艺术传达出的蕴意，同时也能够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有了正确的审美认识和形成较为健全的审美观念。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8447


谢依伶，甘子锋 
 

 

DOI: 10.12677/ae.2022.128447 2953 教育进展 
 

美术学科的五大核心素养的提出并非专门针对美术工作从业者或是美术专业人才，而是要面向全体

国民的。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更多的是要适应“国民化”的水平和要求。最终目标可以理解为，要

使—个不从事美术专业的人同样可以运用传统或现代的媒介和技术，通过美术表现活动来表达自己的意

图、思想和情感。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里，知识周期的循环越来越快，美术鉴赏课程的教学应与

时俱进、不断改革。通过教学性质的明确、教学内容的丰富和教学方式的综合运用，美术鉴赏课程必将

真正承担起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和艺术素养的重要职责[2]。 

4. 结语 

美术鉴赏课程是人们对美术作品进行欣赏和鉴别的过程，属于审美教育的范畴，对人综合素质的发

展有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是培养完整人格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人们艺术修养，培养审美能力、想象

力和创造力的重要途径。从职业教育的角度看，它对现代职业意识、现代职业素质的提高也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教师要树立坚定的信念，不能仅仅局限于传授基础技能，而要注重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

学生的创造力与实践能力，帮助学生从本质上理解学科知识，并将知识和技能转化为核心素养[3]。同时

高中美术鉴赏课程也面临许多有待改进之处及一些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要从多领域、多平台进行美术

鉴赏课程的教育改革，使之更好地为培育人才服务，为学生的精神文化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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