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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艺术素养的培养对高中学生的发展和成长具有

重要的作用与意义。高中美术教学肩负着培养和提升学生

艺术素养的重要任务，因此，美术教师应从学生对艺术的

正确认知、对艺术的客观评价、对艺术的深度接触、对艺

术的尝试创造这四个方面入手，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使学

生能够在美术学习中，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审美情

操，更好地在美术学习中感受与体验艺术的魅力。

关键词：高中美术 艺术素养 培养方法

艺术素养主要集中在思想、知识、情感这几个方面，

培养并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教

师要教会学生正确认识美、看待美、学习美、欣赏美，使学

生能够始终带着正确的美学观念进行学习与生活。从学

校教育的角度上看，美术教学是学生直接接触与学习艺

术作品的主要途径，因此，教师在开展美术教学时，应当

从多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

一、对艺术的正确认知

良好的艺术修养建立在正确的艺术审美之上，所以，

教师要想在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首先应当

教会学生正确地认知艺术。

比如，在教学“美术与眼睛”这一课内容时，教师着重

对美术作品的基本概念、构成、元素以及如何通过视觉来

认识艺术作品进行了相关的介绍，这是学生正确认知艺

术的基石与板砖。在面对一幅艺术作品时，有的学生能够

从中发现画家的构图布局、绘画风格和意境营造，有的

学生能够敏锐地感知到作品中的色彩用意，察觉到画家

想要借助这一艺术作品表达的思想与传递的精神，有的

学生则只能停留在知道这幅艺术作品的内容或者简单地

判断这一艺术作品的类型或者绘画的方式。学生的艺术

素养会随着其认识能力的提高而提高，这就是艺术认知

对艺术素养的影响力。为此，教师在指导学生正确认知艺

术时，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式：其一，基本概念教学法。

将艺术作品中的各种元素、构成原则、设计理念、创作思

路等基础常识一一向学生普及，让学生掌握常用的认知

工具。其二，对比分析法。教师可以将同一幅艺术作品的

不同认知角度（比如，从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认知、从作品

所处的时代背景上认知等）同时置放在学生面前，让学生

认识到多种认知方式，丰富学生的认知思维，活跃学生的

认知思路。除此以外，教师也可以将优秀的艺术作品与相

对普通的艺术作品置放在一起，让学生认识到艺术的差

别，让学生对什么是优秀的艺术，什么是具有影响力的艺

术，什么是打动人心的艺术有一个视觉认知，为后续的

深入学习打下基础。

二、对艺术的客观评价

在学生掌握了认知艺术作品的方式方法后，教师就

要指导学生客观地评价艺术作品。唯有将艺术素养的培

养建立在客观评价之上，才能确保学生的这种艺术素养

不带有极端主义色彩，才能确保学生的艺术素养符合大

众审美潮流，遵循大众审美规律。

以《辉煌的美术历程》中的“从传统到现代”一课内容

为例，教师要让学生了解中国 20 世纪的绘画在受到西方

文化的影响之后，其在传统绘画基础上所发生的变化。这

堂课为我们呈现的是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中，其所经历

的主要过程和中国艺术家突破传统、追求创新的主要思

路与观念，它所承载的教育使命激发了学生的爱国主义

情感。不同时期，我们的爱国表现会略有不同，比如，在动

荡年代，爱国会更多地表现为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之中

或是捍卫祖国的权利。而在和平年代，爱国会更多地表现

为为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才情智慧，让祖国能

够变得越来越强大。因此，在艺术作品中，学生可以结合

时代背景来了解与学习画家是如何用艺术手法来表达

爱国主义情感以及不同时代变迁下各个时代人民的不

同喜怒哀乐的。

高中美术教学应重视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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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艺术作品进行客观评价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更

多地站在时代背景的角度、站在艺术创作的角度、站在创

作者创作意图的角度、站在艺术作品社会影响力及承载

精神的角度去评价，这些角度有利于帮助学生更科学、理

性地去读懂艺术作品，感知艺术作品。比如，我们不能用

动荡年代的爱国主义标准来审视和平年代时青年的爱

国表现，正如我们不能用当代美术的发展与当下的审美

潮流去审视近代美术的艺术价值与创作水准。唯有学生

对艺术作品的评价是客观的、合理的、科学的，其所形成

的艺术素养才能更好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提高，并且在

有价值的时代使命与背景中沉淀。

三、对艺术的深度接触

艺术素养的培养与形成，离不开大量的实践活动，因

此，教师可以为学生创造与艺术进行深度接触的机会。比

如，在学习“走进博物馆”这一课内容时，博物馆是保存人

类文化与艺术遗产的地方，也是学生了解历史的场所。教

材主要介绍了若干件具有代表性的馆藏艺术作品、几所

著名的博物馆与美术馆，教师要在讲解中向学生介绍艺

术作品的价值。

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式：

其一，实际参观法。有条件的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去当地的

博物馆或美术馆参观学习，让学生置身于实际的博物馆

或美术馆中与艺术作品进行近距离接触。在博物馆或美

术馆中，丰富的馆藏、专业的讲解都会营造出一股良好的

艺术气息，被这种浓郁氛围所萦绕的学生，也更容易培养

与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与此同时，教师可以借助具体的

艺术作品向学生讲解艺术鉴赏的方式，让学生尝试着将

自己在课堂上学到的方法运用到实际中。其二，VR 参

观法。假如实际参观博物馆或者美术馆的难度比较大，那

么教师可以考虑是否有条件借助 VR 技术来参观博物

馆。比如，与提供 VR 技术的第三方机构合作，让其为学

生设计或创造一个借助 VR 参观博物馆的机会。或是“走

出去”，或是“引进来”，总之就是让 VR 技术支撑起这一

主题的美术教学活动。其三，多媒体信息技术法。假如学

校不具备上述两种条件与资源，那么，教师可以考虑采用

多媒体信息技术法，比如，用微课教学法或在课堂上播放

与博物馆或馆藏作品有关的视频等，让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学习与讨论。总的来讲，学生在与艺术作品进行深

度接触的过程中，能够最大化地感受艺术作品的魅力，思

考艺术作品的价值，解析艺术作品的影响力，在欣赏与分

析艺术作品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

四、对艺术的尝试创造

最后一个提高学生艺术素养的方式是教师指导学生

尝试自己创造艺术作品。以《各异的风土人情》一课内容

为例，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是民间美术的概念与类别，教师

要让学生了解民间美术的独特形态和语言，理解民间美

术的艺术特征与深厚寓意，从而激发学生对民间美术的

关注与喜爱。

从具体内容上看，该堂课涉及绘画、雕塑、剪纸、灯

具、编制、服饰等多种不同的形式，首先，教师可以发动学

生搜集民间艺术作品，并将其带到班级上与教师和同学

们一起分享，向教师和同学介绍这些民间艺术作品的内

涵与意义，同时说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对艺

术作品的客观评价），然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就同学的认识

进行讨论与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从知识理论上提高学生

对民间艺术作品的学习能力。其次，鼓励学生尝试模仿并

创新制作这些艺术作品。比如，剪纸，教师可以选择若干

种常见的图案，为学生准备相关的道具，让学生先尝试按

照教师选择的图案来裁剪，待熟悉了剪纸的方法后，教师

可以鼓励学生自己设计喜欢的剪纸图案，剪出来后，向大

家介绍自己的这幅剪纸有什么寓意与内涵，这幅剪纸又

寄托了怎样的思想感情或者文化追求等，给学生一个自

由发挥的空间与机会。在整个过程中，前期的模仿是给学

生练手的，让学生找到剪纸的感觉，从艺术素养的角度上

讲，这是理论知识的准备与积累。后期的创意设计则给了

学生足够的自主空间去表达自己对艺术作品的理解，这

是学生艺术素养的一种外在表现，学生可以在尝试创作

的过程中体现自己的审美情操与美学品味，为作品注入

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五、结语

学生进入高中之后，已经有了自己的基础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对是非问题、善恶问题、美丑问题都有了个

人的评价与认知。除此以外，在兴趣爱好的涉猎上，也会

开始更聚焦、更收拢，这既与学生繁重的课业所导致的课

余时间变得越来越有限有关，又与学生个人的选择性关

注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应当重视借助美术教学来培

养学生的艺术素养，让学生在学习与接触艺术作品时能

够带着正确的审美观念与审美情操，更好地在美术学习

中感受艺术的魅力，感受艺术对于自身美学熏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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