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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术课是可提升学生审美能力的重要课程，其在高中学科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新时期贯彻落实美育的重要途径。如今在素质

教育环境之下，高中美术教学如何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已经成为美术教师的重要研究课题。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高中美术教学中学生审

美能力的提升方法，以期可以实现素质教育下的美术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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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审美能力，实际上就是指一个人感受美、欣赏美，甚至是创造

美的良好能力，能够贯穿在一个人长期的审美实践活动中，是一种可以

不断进步的素质能力，可对一个人的修养与品质进行衡量，还是一个人

是否获得了全面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因此，在素质教育不断推进的大

背景下，美育已经成为当前国内的一个重要教育方针，也是培养人才的

重要目标。对于高中美术课而言，教师需要充分探索可以培养学生良好

审美能力的指导方法，帮助学生提高艺术修养和形成健康的审美观。 

1 高中审美教育的目标与任务  
关于审美教育，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认为是“应用美学之理论于

教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当然，审美教育并非艺术学科教育的专利，

自然学科、社会学科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只有各学科、各学历层次的

审美教育街接、互动起来，才能收到实效。因此，审美教育应该是培养

学生热爱自然、热爱社会，懂得欣赏艺术、鉴赏艺术的教育，其任务就

是培养并提高学生对美的感知能力、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使之树立正

确的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净化其情感与生活。新课程改革

将教学目标定位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全体学生的发展。审美教育就是要

使学生学会感受社会和自然的美，学会欣赏美，形成辨别美丑与善恶的

基本能力，形成初步的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树立创造美好

生活的追求与愿望。  
2 关于高中美术教学中审美教育的探讨  
2.1 使学生形成形式美感。学生在美术课程当中，首先接触的就是

审美形式，即美术作品当中的艺术语言，如线条的粗细变化、色彩的深

浅搭配、作品的纹理结构等。学生在面对自然事物时，也总是先感知其

外观、材质、结构等。在感受形式美的过程中，学生会建立对自然美、

艺术美的整体感知。但是，必须注意，学生对于形式的感知并不是从一

开始就是深入的，如果没有教师的讲解、引导，学生的感知往往只是一

种潜在的因素。所以，对形式美的感知也应该是审美教育的重要内容。

不同的人对于色彩的感知能力是有很大差异的。在美术教学中，教师应

该让学生在观察和练习过程中掌握色彩的一般知识与调配方法，使其掌

握美术语言。在图案课中，教师应该让学生了解对比、均衡、变化、统

一、韵律、节奏等美术手法，让学生在图案组织训练中初步理解造型艺

术的形式与规律。  
2.2 利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感受美。法国著名的雕塑家罗丹

曾经说过：“生活中不是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充满理想、

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不乏渴望美、追求美的热情。因此，教师在高中美

术课堂教学中应该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感受美，进行美的教育。

如在欣赏《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为

学生展示纤夫拉纤的图片，并配以俄罗斯著名歌曲《伏尔加河纤夫曲》。

这样，学生就可以通过大胆发挥想象力，更为真切地感悟美。另外，教

师还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学设备为学生展示与美术素材相关的人物、社会

背景、文化特征、社会风俗等方面的知识，从而有利于学生更深刻地理

解美术作品，领悟其中的美。  
2.3 使学生树立审美理想。审美活动来源于美好事物使人产生的感

官反应和情感反应，但又受人的审美理想的制约。但是高中生对是非标

准的把握尚处于未成熟阶段，不能准确地辨别事物的好坏、美丑、善恶。

由于审美判断不同，所形成的情感反应往往也不同。健康、优秀的艺术

作品是对生活中美好事物及艺术工作者审美观点的集中反映，会使人在

欣赏过程中体会到愉悦，受到教育。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是所有艺

术审美活动的共同特征。在美术教学中，教师可以精选古今中外的优秀

作品让学生分析、赏评，说出自己的看法；也可以让学生完成简单的艺

术创作。这些都能使学生形成健康的审美观点，树立正确的审美理想。  
2.4 积极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在美术课堂中，要想全面提高学生

的审美能力，教师还应该积极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引导学生利用多种

感官进行体验和感悟，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感受力，为学生审美能力的

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如在讲授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时，为了积极调动学

生的多种感官，提升他们的感受力，教师不能仅用苍白无力的语言讲解，

而应该采取多种方式，让学生真正了解这一传统而优秀的民间艺术。如，

教师可以在教室的窗户、黑板上粘贴各式各样的剪纸，并且可以利用多

媒体设备，播放中国剪纸文化的相关介绍以及古色古香的歌曲。这样，

学生的多种感官就可以被有效地调动起来，从而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感

受力，进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2.5 以学习、创作带动欣赏，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高中美术教学

中的审美教学是引导学生不断认识和理解美术作品的过程。为了打破学

生固有的思维模式，将审美教育引向深入，提高学生的鉴赏能为，教师

可以采用学习、创作带动欣赏的教学方式。学生在进行审美欣赏的最初

阶段，往往认为画得像的作品就好，画得不像的作品就不好。教师可以

在教学中进行具象性作品与抽象性作品的欣赏，让学生学习艺术现象和

艺术作品的真谛，逐渐摆脱以“像”为美术欣赏标准的错误认识。同样，

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限制，很多高中生对于中国书法和古代篆刻

并不熟悉，在欣赏不同形式的篆刻作品时，难以把握市局、力度等篆刻

的形式美感。学生如果学习一些篆刻的知识，了解篆刻的白文与朱文、

阴刻与阳刻等基本常识，再动手尝试篆刻，往往能够更好地体会古代篆

刻方寸之间的无穷魅力，感受古代篆刻大气、雄浑、古拙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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