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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绘画艺术，是我国的国粹之一，其历史相当久远，无论是作品技法，还是布局构图，在世界范围内独具一格，占有重要的历史

艺术地位。在高中时期，传统美术鉴赏教学的有关课程涵盖了古今中外的各个绘画流派与艺术体系，让学生进行传统绘画鉴赏教学，一方面

是全面发展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学生的民族意识与发扬传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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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作为国土面积世界第三的大国，复杂、多样的地势地貌构成了

独一无二的美丽风景，这也在我国的传统绘画所展现的独一无二的意境

中有所体现。本篇文章重点讨论高中时期，如何利用山水风景对学生们

进行传统绘画的鉴赏教学。 

1 传统绘画鉴赏教学的必要性 

1.1 时代背景的硬性要求 

随着时代的变迁，2020 年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小康的决胜时期，意

味着全国即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人民物质生活的日益提高也意味着素

质教育时代的来临，为了培养出身心全面发展的优秀现代化人才，教育

体制要求学生不仅仅要掌握好知识，还要求对文化艺术具有一定的了解，

良好的艺术品味，不仅仅代表着良好的审美能力，更代表着良好的生活

观念。艺术来源于生活，一个人对艺术的审美与向往往往也折射着其对

生活与世界的感受。所以，时代的发展，也在对人们的艺术品味有着更

高的要求。 

1.2 社会现状暴露出的弊端 

随着社会竞争的愈加激烈，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选择将大部分精

力都投入到文化课的学习身上，应试教育确实为我国高科技领域输送了

大把的人才，但它也反映出了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学生普遍缺乏自

我思想。而文化艺术鉴赏这种课程，目的就是指导学生了解艺术的来源

与发展历程，培养学生良好、优秀的审美观念，带领学生欣赏令人赏心

悦目的艺术作品。 

1.3 发掘学生艺术潜力的客观要求 

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学生都是拥有一定的艺术潜力的，但是由于

家庭或观念的限制，他们始终无法将自身的潜力表达出来。通过艺术鉴

赏课程，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到更具深度的作品与更透彻的解析，将有助

于挖掘出学生的艺术潜力，一旦艺术潜力被挖掘出来，那么有可能就是

改变学生一生的一节课程。 

2 传统绘画鉴赏教学的教学策略 

2.1 整合现有资源 

在我国独特的人文地貌下，有很多独特画作，例如山水画，其在隋

唐时期就已经展现出独立的萌芽之势，一直到北宋时期，山水画逐渐趋

于成熟，山水画的创作也因此迎来了其 辉煌的时刻。我国特有的国画

风格类作品是体现我国整体绘画艺术特色的 重要的代表，国画拥有如

今的地位不仅仅因为前人独特的作画手段与工具，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国

独特的人文地貌、山水风景所赐。作为国画的一种，山水画如今也被分

为很多不同派系，虽然作品风格各有千秋、各有风格，但不变的就是每

一个作品中都包含着国画所拥有的美感，这种美感所带来的意境是其他

所有作品都无法复制的。作为国粹，学生有必要对相应的绘画类型进行

了解与区分，这就需要教师不断整合这些鉴赏资源，丰富课堂内容。各

类作品反映出了各地的人文风情与各类画家的哲学思想，这些都足以成

为给学生们传授的内容。 

2.2 明确教学目标 

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就要明确目标，并朝着目标不断努力。从

高中美术课程理念中看，在这一门课程中，需要引导学生深入了解我国

优秀民族、民间艺术，以加强对我国优质文化的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作

为我国艺术的重要一类，在鉴赏教学中，要让学生对于我国历史与文化

拥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这是传统绘画鉴赏教学中的重要目标，要以此为

基础设计教学。鉴赏的内容包括作品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画法构图、艺

术观念与创作背景等。而对于高中的鉴赏教学来讲，掌握其哲学思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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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是教师应该交给学生的重中之重。学生应该在鉴赏过程中了解

到更多的历史背景，培养更优质的审美观念。为了达到绘画鉴赏的教学

目标，利用多媒体设备全方位展示我国的山水风景，并且与与之匹配的

画作一同进行赏析，不仅仅可以带领学生领略到壮丽的山水景观，让学

生体会看到风景与画作时的第一感受，并以此谈谈自己的感想，也可以

让学生拥有更多的艺术审美观念，从画作中体会到更多的感触。 

2.3 整合鉴赏课程与相关学科 

传统绘画的魅力不仅体现在画作带给鉴赏者的美感的感受，背后往

往也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历史背景，要完全了解这些背后的内涵，

这就需要学生在文学、历史、哲学方面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储备。所以，

鉴赏课程也越来越重视与其他课程的整合。在这一方面，教师也必须更

全面、直观的掌握学生的现有知识水平与认知水平，利用好学校所拥有

的图片、文献、计算机设备等资源，为学生们带来 合适、 全面的作

品赏析，将那些难以理解的带有一定艺术性的知识用学生可以理解的方

式表达出来，从而拉近学生与传统绘画之间的鸿沟，让学生能够更加轻

松、自由的学习到传统绘画中所蕴含的内容。 

从文学角度来讲，与传统文学相比，传统绘画对某一精神或内涵的

表达手法是十分抽象化的，它不像文学一样利用直观的文字表达，让读

者可以瞬间读到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传统绘画的表达手法与表达内容

与之相比就显得略微狭窄一些了。在没有老师带领的情况下，许多学生

往往只会关注到画作所蕴含的美感，并不能体会到作品背后的内涵，很

难再更深一步的进行了解。因此，教师在进行传统绘画的鉴赏时，要结

合相应的文学作品，通过文学作品中表达的情感与画作中表达的情感加

以对比，从而可以让学生对二者的理解更加深刻、形象。就拿传统诗词

《题西林壁》来说，作为一首描绘庐山的诗，通过诗词描绘到千姿百态的

庐山风景，感叹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游山体会。我国艺术家对于庐

山的风景画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比如沈周绘画出的《庐山高图》，这部作

品是该作者一生的代表作品，画高 1.94 米，宽 1 米，对庐山美景的描绘

可谓是壮丽无比。再回到现实中，庐山，作为国家的 5A 级旅游景区，其

雄、奇、险、秀深入人心，去过庐山的人们都会为其壮丽的景色所吸引。

教师可以将《庐山高图》的赏析与古诗《题西林壁》整合到一起，从文

学、绘画、现实三个角度，让学生更加全面的认识庐山，体会到庐山的

壮丽景色。 

2.4 转变传统教学观念 

传统绘画鉴赏的综合性很强，它与我国的历史、人文、哲学等等都

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果教师将鉴赏的角度仅仅停留在对某一副画

作的表面上，那么很难让学生对该作品有理性、深刻的认识。再传统鉴

赏教学当中，教师的教学手法主要以口头讲解为主，这种灌输式教学模

式一般会让课程显得漫长而又无聊，这也是大多数学生不重视鉴赏课的

重要原因之一。这种传统的教学观念需要进行改变。正所谓“艺术来源

于生活”，教师在讲解过程中，需要将画作与现实联系起来，就像在鉴赏

山水画时，教师需要将现实生活中的山水风景呈现给大家，通过现实与

艺术的结合，积极引入更多的教学资料，为学生带来生动的学习氛围，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并且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与见解，让学生们

多表达、多交流，可以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与学习经历，培养其

独特的审美观念。如果将所有知识毫无保留的一次性带给学生们，教师

可能觉得自己讲得又详细有认真，但学生真正听进去的内容并没有多少，

有时候效果还很有可能适得其反。优秀的园丁并不是毫无保留、滴水不

漏的教学，而是在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帮助，真正的成长还

需要其自身的探索与努力。所以，在通过现实对画作进行艺术鉴赏的时

候，教师并不需要将内容全盘从口而出，而要让学生自己进行思考、观

察，教师只需要做好课堂组织，只有在真正需要讲解的时候才进行讲解，

教学过程要从以教师为主体改为以学生为主体。 

3 结束语 

美术教师在校园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并不仅仅是一名传播知识的角

色，更多的是一名宣传者。带领学生了解到更多、更优秀的绘画作品，

是教师的代课任务，更是中国文化赋予美术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要做

好鉴赏类教学，还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更多的努力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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