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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心素养主要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自身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

键能力,其在学生发展的整体素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学阶段的美术教育是美术基础教育中的关

键环节,亦是加强学生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黄金阶段,在高中美术课堂中,美术鉴赏教学作为其中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审美品格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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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术教育是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主

要途径,也是学校实施美育的重要内容。

文章就现在中学美术课堂存在的实际情

况,提出了一些基于美术学科核心素养

要求下美术课堂的应对策略,以供参考

与借鉴。 

1 美术核心素养简述 

2016年,我国系统阐述了中国学生

发展素养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教育

部正式公布了《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

(2017年版)》,这标志着中国基础美术教

育正式走进核心素养时代,在新课标改

革的背景下,加强学生美术核心素养的

培养被放在教师教学的首要地位。图像

识读、美术表现、审美判断、创意实践、

文化理解被提炼为美术学科核心素养。

图像识别主要是在美术鉴赏的过程中对

图像、美术作品等其他视觉材料进行观

察、识别与理解,要求教师在美术鉴赏课

中不仅仅要培养学生读图、赏析作品的

能力,还要扩充图像的涵盖面,加入与之

相联系的其他图像帮助学生理解与吸收,

不断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美术表现主

要是在美术鉴赏的过程中,教师指导学

生运用学习到的相关美术技能与美术经

验进行美术作品的表达和创作,使理论

层面上升到实践层面,进一步培养学生

美术造型表现能力。审美情感是指导学

生用自己的思想情感对美术形象与美术

作品进行分析与判断,培养学生感知美、

判断美、理解美的能力,使学生与作者之

间产生情感的联系。创意实践主要是指

在美术鉴赏学习中引导学生学习艺术家

的创新思维,从而培养学生在生活实践

中创造美、发展美的能力。文化理解主

要是指通过美术鉴赏教学,使学生理解

美术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了解

本民族与其他民族艺术文化之间的区别

与联系,从而培养学生对所学作品风格

有更精准的了解,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辩

证思维与文化自信。 

核心素养的提出迎合了时代的发展,

也顺应了现代教育发展的潮流。在鉴赏

课实际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利用资源,通

过使学生认识、感受美术作品,培养学生

的核心素养,为学生全面而个性的终身

发展奠定基础。 

2 高中美术鉴赏课堂教学现状

分析 

2.1对美术鉴赏课教学重视不够 

美术课程在一些中学学校受到的教

育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在语数外等文化

科目之外,美术课也许只充当了其他课

程的填充品,学校为了保证文化课知识

的学习,将美术课改为自习课的现象大

有存在,剥夺了学生学习美术课的基本

权利,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再者,

一些美术老师忽视对自身专业素质的培

养,没有厘清好美术欣赏课与造型表现

课、设计应用课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忽视

了美术鉴赏课的课程目标和课程重点,

使学生对所学知识掌握不牢。 

2.2美术鉴赏课教学资源得不到满足 

一些学校为了节省教学资源,对美

术老师的招聘并不能满足欣赏课教学的

需求,其次,美术需要一定的辅助教学工

具来有效补充教材的不足,许多农村地

区的中学并没有配备相关的多媒体教学

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对美

术知识的探索与学习。 

2.3美术鉴赏课上学生的积极性难

以调动 

在美术鉴赏课中,教师往往容易忽

视师生之间的互动,过分地依赖书本知

识或只是机械式地给学生展示幻灯片上

的内容,只注重美术手法的讲解而忽略

了美术赏析课的实质,而实际上,中学生

已经具备基本的美术鉴赏能力,他们需

要一个平台去发表自己对美术作品的见

解。课堂缺乏生动活跃的氛围,学生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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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所讲内容毫无兴趣,缺乏积极性、主动

性,导致美术欣赏课上出现学生做其他

科目作业、学生趴倒一片的现象层出不

穷,这也与美术学科核心素养中对于培

养学生发现美、观察美、表现美的要求

背道而驰。 

3 如何构建核心素养视野下理

想的中学美术鉴赏课堂 

3.1联系多学科进行美术鉴赏教学,

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尹少淳说过：“美

术是 具有人性意味和 具综合性质的

人类活动之一”,这也说明了美术不是一

个独立的学科,在新课标改革的趋势下,

我们应重视美术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渗透

与融合,打破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壁垒,把

美术与语文、历史、音乐等学科相结合。

历史是对人类社会过去事件和行动进行

系统地记录和研究,而美术折射着人类

的精神文明,美术作品往往是在特定的

历史背景下创作的,因而在欣赏美术作

品时,有必要对学生进行历史背景的讲

述,联系到画作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人

文风情,才能对作品有更为深入和全面

的解读。在欣赏《格尔尼卡》这幅世界

名画时,教师应从画面中所流露出的悲

凉的氛围讲到为什么会给大家这样直观

的感受,画家描述了法西斯纳粹轰炸西

班牙北部巴斯克的小镇格尔尼卡、杀害

无辜人民的事件,以表达自己对战争罪

犯的抗议和对这次事件中死去的人的哀

悼之情。教师及时补充《格尔尼卡》画

作创作的历史背景,从而使学生更加真

切地感受到艺术家所流露出的悲壮而崇

高的感情,逐步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方

式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再如美术与语文学科为例,同学们

学习过唐代诗人柳宗元的诗《江雪》之

后,便更容易走进《寒江独钓图》这幅画

中,感受“山中无鸟兽,路上无人迹”的

寂静凄寒之景,逐步体会南宋画家马远

那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的内心世界。一

诗一画对比,体悟“诗是无形画,画是无

形诗”的意境,因此在美术欣赏课教学中,

教师应努力寻找美术与语文学科的契合

点,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培养学

生的综合审美能力。 

3.2在美术鉴赏教学中培养学生的

人文精神 

中学学生的学习是十分紧张的,不

仅有繁重的文化课作业,也面临着紧张

的升学压力,而美术教师可以利用美术

教学的特点,树立以人为本、注重学生个

性发展的教学理念,利用趣味性的教学

方式让学生参与到美术课堂教学中,如

采用角色体验法或游戏教学法。兴趣是

学习 大的动力,希望通过多种多样的

游戏,能有效激发学生对课堂知识的兴

趣,同时利用巧妙启发、创设情境等方式

鼓励学生们发表对美术作品的看法与评

价,教师要学会尊重学生多元化的想法,

欣赏学生的价值取向。 

3.3引导学生在图像识读中培养自

身的创新精神 

教师在进行美术鉴赏教学时,应努

力改变传统的鉴赏教学模式,精心设计

鉴赏课教学内容。在欣赏培根的《被牛

肉片包围的肖像》这幅作品时,教师可以

同时向学生展示委拉斯贵兹的作品---

《教皇英诺森十世》,让学生横向、纵向

对比两幅作品的联系与区别,从而使学

生更深入地了解具象艺术与意象艺术的

不同之处,学习艺术家们独创性的表达

方式和表现语言,学会用新方法、新材料

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从而不断培养想

象力与创新能力。 

3.4综合多种鉴赏方式,增强学生对

多元文化的理解 

教师在引导学生赏析美术作品的过

程中,可以采用感悟式鉴赏、社会学鉴

赏、对比式鉴赏等多样化的方式来挖掘

美术作品的深层内涵,让学生意识到美

术这种文化现象并不是脱离生活而存在

的,而是带有特定社会阶层和文化的印

记,帮助学生们理解与尊重多元文化,包

容不同文化的多样性,并在此基础上弘

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由此可见,美术鉴赏课对于学生整

体素质的提高以及审美能力的发展都具

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通过欣赏不同风格

流派的美术作品,使学生们感受艺术家

们的表现手法与创作思维,与艺术家们

产生情感的共鸣。在美术鉴赏教学时,

教师应紧紧围绕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要

求,关注学生的个性与发展,优化鉴赏教

学理念,让学生在美术鉴赏中体会美术

的魅力,不断完善自身品格和内在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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