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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广大国民对生活质量的追

求已经从物质文明向精神文明转化， 提升自身文化修养成为

人们的客观需求。 在高中美术教学中，鉴赏能力、审美素养的

培养就成了重要的内容。 立足于提升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质

量，对互动式教学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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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美术教学已经不是传统的单纯技能教育了， 更加

注重于对学生素养、文化修养、审美情趣的培养。因而，高中的

美术鉴赏教学不应该在刻板的灌输情态下进行，而应在开放、
宽松、创新的氛围下开展。

互动式教学不仅应该在课堂上使用， 而且应成为高中美

术课堂教学的主要形式和途径。 审美是一种意识层面的素质

修养，是一种对精神、艺术、思想的再创作，这种能力的习得需

要个性和创造性思维的全程伴随。 所以，以灌输、讲授为主要

形式的教学显然已经不利于学生素质的培养， 而师生间或生

生间通过互动、交流的形式来完成审美意识、审美理念的传导

是与这个教学目标比较契合的。
那么， 如何有效组织以互动为主要形式的高中美术鉴赏

教学呢？
一、跳出学科窠臼，强调多学科整合

鉴赏教学突出对学生审美素养的建设， 而审美素养决不

仅仅是美术这一视觉艺术所能完全涵盖的， 而且作为人文精

神素养层面的艺术修养来说， 学科的审美理念也不可能与其

他艺术门类割裂开来。比如我们在看到黄河壮丽的美景时，也

自然会产生某种诗意的情感，想起“飞流直下三千尺”，也自然

会在胸中荡起《黄河颂》那激昂的音乐节律。因而，培养学生审

美素养时，美术教师应跳出学科窠臼，将多学科整合进来，促

进学生多元艺术的共同情感。
如在带领学生鉴赏“宗教壁画”时，我就与学生在课前分

工协作，有的去寻找关于宗教的基础知识，有的去搜集宗教的

传说故事、文学作品，有的去整理宗教的音乐舞蹈。在课堂上，
我与学生们一边鉴赏这些壁画， 一边相互分享与之相关的知

识和艺术。这样，“宗教壁画”在我和学生心里就不再是平面的

绘画艺术，而是一种丰满的具有人文情感色彩的“美”。
二、拓展教材内容，强调丰富与实践

美术教材不可能包含全部审美对象， 就算是对于美术的

流派和种类来说都不能完全涉及。因而，我认为教材不过是开

启审美大门的一把钥匙，是通过一些例子来启发学生的思维。
而要真正实现对学生美术鉴赏水平、审美能力的有效培养，教

师还需要在教材的基础上拓展审美空间， 让学生到更宽广的

艺术空间中去发展。
如在“中国民间美术”这一鉴赏环节中，我就与学生们展

开这样的互动：说说自己家中的，或自己家乡，或旅游中见到

的民间艺术。 我的考虑是，不管教材怎样罗列、教师的水平有

多么高， 也不可能穷尽中国民间美术这一艺术宝库的每一个

种类。 因而，我在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中，使学生的审美学习与

生活的审美应用结合起来。 用集体的力量极大拓展了我和学

生们的审美空间，也提升了他们的鉴赏实践能力。如我和学生

在课堂上探讨了家乡闻名世界的风筝， 探讨了一个同学家里

的“唐卡”，聊了聊一个同学妈妈的蜡染手包……
三、创新互动形式，提升鉴赏实践力

在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中，互动仅仅是师生间的一问一答，
就落伍了。这只能算是互动的初始形式。在以互动为主的鉴赏

教学中，教师仅仅会组织一两种简单的互动，显然不能保证教

学对学生的持续吸引力。 在问答式互动、讨论式互动、实践操

作互动等常见形式下，教师还应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为学生们

设计出更精彩、更具有培养价值的互动形式。
如，我组织 学 生 到 博 物 馆 去 参 观 文 物、绘 画、艺 术 展，然

后让他们写一个简短的报告或心得。 在课堂上，我让学生轮

流把自己参观后的想法表述出来。 这样的互动，比起小组的

讨 论，因 为 学生经过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和 系 统 的 梳 理，因 而

更有深度。
再如，我受到《一槌定音》《鉴宝》这些节目的启发，在课堂

上组织类似的“节目”式互动。如“中国古代山水画欣赏”时，我

就把学生分成四个组，每组选出一名同学作为“嘉宾”，其他组

员作为“智囊团”。我将一些国画通过多媒体展示出来，这些国

画作品有名作，也有民间的仿品或美术班学生的习作。我让学

生们对这些作品进行鉴赏和评价，有抢答、有必答，可交流、可

商讨。 我请一名学生与我一起当主持人， 将整个课堂串联起

来。 如，展示明朝沈颢的《闭户著书图》，有“嘉宾”认为图中前

景两棵树纠结在一起，过于生硬，不像是大师的作品。 而有的

“嘉宾”则说这幅画中的树枯枝虬结，正是体现了中国文人特

有的清高孤洁的品质……最后，我公布正确答案，并表述自己

的想法，将鉴赏理论通过这个形式传导给学生。这种形式学生

们特别鼓劲，在学习了鉴赏理念的同时，更提升了自己的实践

审美能力。
总的来说， 美术鉴赏教学针对的是对学生文化修养的建

设，因而不能是教师在课堂上的“自娱自乐”，也不能是美术学

科的“孤芳自赏”，只有让教学过程“活”起来、教学内容“跳”出

去，才能实现对学生素质的有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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