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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的中国美术史课程具有其特殊的性质,由于理论性较强,也会导致整个课堂显得非常的枯

燥,难以激发学生后期的学习兴趣。教育者在后期的课程教学当中,通过引导学生内在觉醒,融入人文演

绎以及情景创生等多种方式和方法不断激发学生对中国美术史的学习和研究,并且能够以视觉轨迹对

这些理论进行讲解,针对美术史学科进行图史共建,将美术史当中的一些知识和学生后期的学习经验、现

实生活紧密相连,进而促使其理论知识能够在发展过程当中得到人文认同,进一步强调通过传统单一的

课程教育教学模式去探求多元化的课程教育教学方法,因材施教针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并且关

注教育者自身的全面提高,促使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能够得到全面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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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的中国美术史作为美术学专业

学生课程学习当中的一门必修课程。通

常会以一种非常理论化的内容呈现在学

生的面前,这就导致学生对于这方面内

容的学习缺乏兴趣。而且,许多学生大多

是采取一种被动的学习态度,但是却不

知道针对美术理论进行学习会对后期的

美术创作具有什么样的作用,甚至还会

对艺术创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创新性思维

与艺术理念有着更有效的提升,也是后

期创作和发展当中的重要内容。由此,

本文试图让学生认知这样一门学科的重

要性,进而促使学生针对理论课程从被

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促进其理论与实

践的有效融合。 

1 不断激发学生自身的学习

动力 

1.1将美术理论与学生艺术实践有

效融合 

在针对中国美术史的课程教学当中,

及你要不开发美术史当中的教育教学价

值,进而不断激发学生对知识理论学习

的冬季,这是课程教学不断提升学习兴

趣的重要策略。在这过程当中,注重美术

理论和艺术实践相互结合,并且将中国

的美术史理论课程教学和学生后期的艺

术实践有效的融合,针对原始美术予以

学习,通过将原始社会当中的彩陶温室

和学生后期的平面设计有效融合,促使

学生能够充分意识到原始彩陶纹饰所构

成的主要特点,并针对现代化设计当中

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美与意象性等规律予

以借鉴。并且通过针对著名的油画家罗

中立所创作的作品予以分析,让学生能

够从中感受到浓厚的原始韵味,并且认

识现代艺术当中所独有的艺术价值,端

正态度,促进发展。 

1.2注重在理论学习当中所表现出

来的人文情怀以及情景创生 

在课程学习过程当中,注重理论课

程教学当中要融入人文演绎以及情景

创生。教育教学者在此时可以通过对艺

术创作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背景进

行分析,来进一步调动大学生所表现出

来的人文参与性等等,提升课程教学当

中的趣味性,将艺术创作者自身的人生

发展、作品创作的背景等等进行穿插性

的讲解,进而促使其原本枯燥无味的理

论变得更加的生动有趣。例如：在针对

王羲之所表现出阿里的书法艺术进行

讲解的时候,就可以穿插“墨池”、“王

羲之写字换白鹅”等不同的轶事来对其

理论予以分析,同时也可以结合“东方

药师变”、“西方净土变”等一些题材当

中的相关故事进行讲解进而分析这些

通过作品的演变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元

素与美学内容。在进一步分析优秀的美

术作品的时候,讲解绘画者自身的创作

意图,并且还可以结合现代科学技术,

以声音、画面等等来进行结合,促使课

堂变得更加的丰富。 

2 采用针对性的教育教学方法

展开教学 

教育教学者需要针对自己学生群体

所表现出来的相关能力、特点以及兴趣

等进行了解,然后在针对这些学生所表

现出来的不同特点选取良好的、科学的

方式、方法进行教学,促使整个课程教学

有过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在中国美术

史的课程教学当中,教育者需要针对美

术专业学生所呈现出来的逻辑性思维进

行更加理性化的分析,从学生的感性认

识以及形象思维能力入手,在课程的教

育教学当中,将这些理论知识的授课与

其美术实践有效的融合,在教育教学方

法之上去选取有针对性的图像分析模式

和分析方法等等。如果教育者没能够从

后期的教学当中真正认识到这样一点,

一味的去通过中国美术史这样一种课程

教育教学的内容将其教条化,或者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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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采用较为单调的一些理论分析的特殊

教育教学手法,这样就很可能导致整个

课程教学效果达到一种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管教育教学者的理论分析还是后期的

严谨度,都难以引起学生后期的学习兴

趣,甚至会导致学生对中国美术史的学

习产生消极的态度,只能够通过死记硬

背这样一种方式与理论课程学习结合。

由此,针对所不同的学生或者是班级来

说,教育者应当在后期的教学当中,结合

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并且更有效的组

织课程教学当中的内容,采取更适合学

生群体的一种教育教学方法,也只有这

样,才能够促使整个课程教学得到全面

的提升。 

3 运用多元化教学方法进行

授课 

在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当中,针对

中国的古典美术教学阶段,教师可以向

学生去不断扩充图像学、符号学等各方

面的学术研究方法,并且注重去进一步

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以及读图能力。其

次,还需要在教学当中,适时的去针对

不同的美术类别发展线索予以梳理,包

括其历史性的特点、共性特点等等。最

后,针对美术史当中的知识理论进行全

面的分析,而这些就需要放到后期的历

史发展背景之中,将社会历史文化对中

国美术发展带来的影响予以全面分析。

当然,教育教学者还需要在后期的中国

美术史课程教学当中采取更加有效的

方式和方法,注重学生后期课堂的参与

性与互动性。在中国美术史课程教学当

中,调转传统而且单一的课程教学模式,

开创更加多元化的教育教学手段参与

教学。 

4 针对教育教学者的业务素质

进行全面的提升 

从整个课程的教学来看,毋庸置疑,

在后期的中国美术史课程教育教学效果

以及教学的方式方法来看,教育者所表

现出来的业务综合素养以及教师自身所

表现出来的知识储备等等都具有非常密

切的联系。不管教育者针对每一个不同

历史时期社会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背景分

析,还是针对绘画创作者自身的生平轶

事等等进行介绍,又或者是针对中国的

儒家学派、道家学派等美学价值对后期

中国美术未来发展的影响和阐述,又或

者是针对中西美术发展面貌以及形态予

以比较等等,都需要与教育者自身的专业

水平以及知识量有更加直接的关联性。由

此,教育教学者则需要不断对自身所表现

出来的业务增和素养予以提升,并且不断

去拓展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知识面水平,也

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中国美术史的课程教

学当中更加灵活的去运用各方面不同的

理论知识,才能够进一步去调动大学生后

期的学习兴趣,让整个中国美术史课堂教

学效果得到全面的提升。 

5 结论 

综上所述,在我国高校的中国美术

史课程教学的过程当中,教育教学者则

可以通过针对教育教学内容中融入趣味

性的课程内容,不断激发大学生后期的

学习动机,并且注重在教学当中去采用

一种图像解读的方式,针对美术史学科

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教学,并且将后期的

课程教学理论知识与大学生的学习经

验、生活经历等等有效的联系,进而突破

传统的课程教学模式,并且采用更加多

元化的课程教育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因材施教,针对特定的学生群体进行更

加有针对性的专业化教学,有效的提升

教育者自身的教学手段,提升教师自身

的业务素养,促使整个课程教学都能够

得到高质量的发展,同时也能够促使课

程教学效率得到有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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