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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原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就曾说过:“我们是把玫瑰花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欣赏的，假如我们从花瓣上扯下花瓣并分析美的实质

在何处，美就会遭到破坏。”孩子绘画作品的 大美感不来源于细节与技巧，而来源于天真与质朴，本文旨在针对教师在美术教学中对美术作

品审美认知不整体的现象进行分析，并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总结可行性方法与大家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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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美术课堂教学存在这样的现状：老师在欣赏艺术作品与分析

绘画作品时会习惯用这样的方法对学生进行引导：“画面上用了什么样的

线条？什么样的形状？什么样的色彩？”老师们习惯在教学以分解艺术

作品的方式提问学生，旨在通过专业的分析让学生学会用美术的语言掌

握欣赏与表现的方法。然而，促成美术作品美感的生成的重点并不是通

过熟知技术就能达到的。原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就曾说过:“我们是

把玫瑰花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欣赏的，假如我们从花瓣上扯下花瓣并

分析美的实质在何处，美就会遭到破坏。”因为整体感是产生美感的一个

重要条件。显然，美术教学中很多老师忽略了学生整体感知美术作品的

重要性。 

孩子画画靠本能，不靠理性靠感觉，只注重局部技巧分析美术课是

不完整的。下面笔者谈谈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培养审美整体性的一些实践。 

1 审美整体性培养从欣赏感知起步 
欣赏是培养学生对美术作品整体审美感的重要方法。我们知道美来

自感悟不来自说教，美是情感而不是理性，美靠感悟，不靠说教。达芬

奇的名画《蒙娜丽莎》首先能打动观赏者的是她穿透时光的迷人的微笑，

不是细腻的笔触、生动的色彩更不是具体的某些特殊的构图方法。所以，

在欣赏与感知美术作品时老师应该首先将学生对画作的关注点放在感受

画面所传达的整体信息的美感上。如五年级《画面中的比例关系》一课

中在欣赏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时我们可以这样引导提问学生：“你觉得

这张画美在哪里？画面中有哪些有趣的细节吸引了你得注意？”学生的

第一反应往往是：“老师，这座山好高好大啊山好雄伟！好像要从画面中

冲出来一样！”显然学生感受到了画面构图的气势之美。接着还会有细心

学生发现：“老师，我发现了有一支在山中行走的商旅队伍！”学生在观

察后也能自然而然地感受到画面中的细节生动之美。此时老师可以继续

引导：“如果你是行人中的一个，走在这样的大山里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你会听到哪些声音？”学生：“山好高，山上的风好清凉”；“山中好安静，

有溪流的声音有鸟儿的鸣叫声，还有我们的马队行走时的哒哒声”；“人

行山中感觉人很渺小…..”画面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静态画面中的

动态之美穿越千年时空让学生真切地有了体会。 

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传达情感，就是所谓的“迁想妙得”，如果学生

能够读懂画家表达的信息，就能产生美感共鸣，这时候孩子对美的欣赏

感知能力，就像小鸟筑巢一样自然而成。由此我们发现，对艺术作品美

的感受，不能直白地说教，而应该用心引导，让孩子自己感悟。如果欣

赏时把艺术作品分解成局部进行分析说教，是小学美术教学应该避免的

一大误区。 

2 整体性审美表达在多元评价中成长 
丰子恺先生说“绘画的美是形于色的创造，是主观心的表现”。什么

样的作品是好的儿童画作品？如果老师和家长只把评判的标准放在画面

涂色是否完整？形象是否逼真这些技法的标准上。那么学生在绘画时美

术中所关注的也只是这些局部的、表面的技巧，而不是作品是否美，是

否能够传达自己的真情实感。美术中的美指的是“审美”，术，说的是“技

巧”，说明美术活动是合二为一的一种活动，美在前，术在后，没有审美，

有时候技巧越熟练，画面越平庸而没有生命力。在教学中老师有时会发

现有的学生作画风格潦草，这是考验教师专业素养的时候，老师要有读

懂画面的能力，判断画面是不认真胡乱的结果的还是有特别的想法需要

表达。在六年级《装饰画》一课中，大部分同学的作业都表现了典型的

装饰画特征，画得工整有序，但其中有一张特别的作业，画面用毛笔黑

色笔触画出近处的山峰和树木的剪影，画面粗看只有不经意的寥寥几笔，

细看每棵植物上都画出了纤细的绒毛，作品虽然简单却生动有趣。显然

这是一张有着特别表达意愿的作品，于是我找到小作者做了沟通，他告

诉我这是有一次在山上看日出时的景色，在他印象中那时的和植物的样

子和山的样子很特别，特别好看。老师对学生的作品评价是影响学生审

美倾向的风向标，老师要把重点放在调动学生的想象能力和自我表达的

愿望、尊重孩子所有真情意切的表达。呵护孩子表达的欲望，因为所有

真实的表达都是美的。好的教育不是记住和学会老师教的知识和技能，

而是通过了老师的引导学生找到了自己的思路和表现方法。在绘画评价

时，老师要善于发现孩子作品的亮点，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

感受富有个性的美感语言， 

如果一个老师能为孩子打开艺术的大门，让学生和家长在对美术的

认识上和画面上发生改变，而不只是技能的传授，那这个老师就是一个

好老师。 

3 整体性审美的提升需要积累与等待 
造成教师在课堂上对艺术作品进行分解教授的原因，还来自于老师

需要通过学生“完美”的作业反馈获取家长与学校的肯定的心理需求。所

以我们发现近些年来的孩子的绘画作品越来越缺乏感染力，因为课堂上老

师往往会为孩子的作业设置标准答案：画面怎样去构图 合理、这些颜色

怎样涂 有层次感、这些线条这样画显得有秩序……学生的作业成了有标

准的复制。学生不需要思考，只要接受老师的就可以了，以老师界定的“美”

为美，时间久了就会丧失对艺术作品美感的感知能力。叶圣陶说：“教育

是农业，不是工业”，农业讲究天时、地利、节气，更需要渐进和等待。

艺术不是技巧的事业，而是心灵的事业。给孩子以时间等待其心灵的成长，

唤醒审美能力，提高审美能力需要老师以平常心静待花开。 

美术课堂不是传播知识技能的场所，而是培养童心、涵养趣味的空

间。只有舍弃在表层的对教育的认识，才能让美术教育更贴近美的本质。

艺术是美的情感的发现，它是灵感的迸发，是生命的萌芽，而不是分解

与说教， 好的教育不是授业、解惑，而是启迪、是灵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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