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鉴赏说课稿 说课稿美术鉴赏(模板5
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美术鉴赏说课稿篇一

我说课的内容是人美版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鉴
赏第1课《培养审美的眼睛》。我主要从教材分析、教法运用、
学法指导、教学手段和教学过程五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 教材分析

（一）教学目标

本课作为高中整个美术鉴赏教学的开篇，对后面的教学具有
指导意义。通过本课的教学，使学生初步了解什么是美术鉴
赏，美术鉴赏的一般过程和特征，以及学习美术鉴赏的意义，
由此掌握美术鉴赏的方法，培养学生“审美的眼睛”。

（二）重点：培养学生送审美的眼睛，让学生掌握美术鉴赏
的一般方法，认识美术鉴赏对于个人未来人生发展的重要价
值和意义。

（三）难点：如何结合实例讲清美术的主要分类方法、美术
鉴赏的概念和美术鉴赏一般过程或方法。

（四）内容结构：本课主要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学习
美术鉴赏的必要性，第二部分说明什么是美术鉴赏，第三部
分为美术作品的分门别类，第四部分是美术鉴赏的意义。



二、教法：

本课涉及的新知识主要以基本概念为主，所以我采用了讲授
法、对于相关的作品采用演示法。

三、学法：

记录、观察、理解、记忆

四、教学手段：

多媒体课件

五、教学过程：

1 、导入：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在满足了物
质生活的需要之后，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我们
面对数量众多，风格各异的美术作品时，如何来辨别作品的
好坏，如何认识和理解艺术家的表现方法，作品的意义，对
作品的价值的判断以及会从内心产生喜欢或厌恶等的情绪反
应。所有这些疑问的产生，都涉及到了美术的鉴赏问题。

学生活动：带着问题观察展示的作品，踊跃的回答问题。

教师点评：大家对美术作品的这些疑问或者观点，都涉及到
了美术鉴赏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美术鉴赏，美术作品是怎样
分类的以及学习美术鉴赏的意义是什么？ 下面我们就来学习。

2、什么是美术鉴赏？

基本内容：先从对天安门广场的感受和对天安门的审美认知
中，说明鉴赏并不神秘，而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然后
从具体的美术作品入手，以张萱的中国画《捣练图》和法国
画家米勒的油画《拾穗者》，来介绍美术鉴赏的一般过程和
方法，阐明什么是美术鉴赏及其对象、过程、目的和本质特



征等。

通过对徐悲鸿的《奔马》和梁楷的《太白行吟图》以及吴冠
中的《根扎南国》三幅国画的欣赏以及对各自相关知识的查
证，得出他们的内涵是不同的。所以美术鉴赏是被动接受与
主动参与的综合的审美活动。

美术作品的直观和相关知识是美术鉴赏的基础，这就要求鉴
赏者必须首先具备美术的基本知识，识别美术的基本类型和
一般表现方法，然后才能进行实质的鉴赏活动。

那么美术作品有哪些类型呢？这就涉及到了美术作品是如何
分门别类的问题。

（3）、根据学生的回答，总结有关理论和观点。

学生活动：欣赏图片，探究问题，回答提问。

（设计理由：1、在欣赏图片中，逐步训练学生区分不同美术
形式的能力，2、培养学生勤劳善良的美好情感）

3、美术作品是如何分门别类的？

总体而言，美术作品都被归为空间艺术的范畴，在这下面，
美术根据其艺术门类划分为：绘画、雕塑、建筑、设计、书
法、摄影。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按照其材料、功能、题材和
内容等分别作更细致的划分。依照美术作品在形式语言上的
不同特征划分出了以写实性客观再现为主的“具象艺术”，
以写意性主观表现为主的“意象艺术”和以艺术语言的本体
性表现为主的“抽象艺术”。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按照其材料、功能、题材和内容等分别
作更细致的划分。



依照美术作品在形式语言上的不同特征划分出了以写实性客
观再现为主的“具象艺术”，以写意性主观表现为主的“意
象艺术”和以艺术语言的本体性表现为主的“抽象艺术”。

教师活动：（1）根据以上分类，分别展示课本相关图片，

提出问题：a、各个图片分别代表哪种艺术门类？（老师给予引
导。）

b、你还发现你生活中还有那些美术作品，它们属于以上那种
艺术门类？

学生活动：欣赏图片、勤于思考、勇于回答问题。

4、美术鉴赏的意义

以上我们学习了美术鉴赏的概念和美术作品的分类，那么我
们为什么要学习美术鉴赏呢？主要是美术作为上层建筑，是
社会存在的产物，具有三个方面的社会功能，即：

教育功能：美术作品的题材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和主题对观众
形成的思想和道德上的感染与影响，以培养人们在对待自然、
社会、人生、他人以及自我判断上的积极的观念与热情，具
体而言就是热爱祖国、热爱生命、锐意进取。

审美功能：培养人们对美的事物、美的形式的辨别力、敏感
力和感受力

学生活动：带着问题思考并回答问题

总结：人的审美能力是与其知识和道德相联系的直觉能力，
只有经过不断的训练，人的审美能力才能逐步得到提高，才
能达到像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在世界上“诗意
的栖居”



5、总结回顾：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美术美术鉴赏的概念、美术作品是如何
分门别类的以及美术鉴赏的意义等，使我们从宏观上认识了
美术以及美术鉴赏的基本知识，为我们今后进一步学习相关
的知识打下了基础。

6、板书设计：

一、什么是美术鉴赏 ？

就是运用我们的视觉感知、视觉经验和相关知识对美术作品
进行归类、分析、判断、体验、联想和评价，从而获得审美
享受，它是一个综合的审美活动。

二、美术作品是如何分门别类的？

绘画、雕塑、建筑、设计、书法、摄影

三、美术鉴赏的意义？

美术鉴赏说课稿篇二

作为人类三种主要艺术类型之一，抽象艺术也是人类认识和
把握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只不过它使用的是纯粹的艺术语
言，抽象艺术有冷抽象和热抽象两种类型之分，了解抽象艺
术的特点及其独特的艺术美的表现，进而能够创作抽象艺术
作品。

对抽象艺术有更深入、具体的认识，通过欣赏抽象艺术作品
了解和认识抽象艺术的两种基本形态(冷抽象和热抽象)，美
术走向抽象的简单过程及抽象艺术的语言和艺术上的美的表
现。



唐诗及代表人物，楷书、草书的代表人物，画家阎立本、吴
道子，石窟艺术敦煌莫高窟，隋唐的音乐和舞蹈等。

抽象艺术的概念和冷热抽象艺术的特点的把握以及冷热抽象
艺术作品的辨别。

1、如何结合原有的美术语言的知识来理解认识抽象艺术的概
念。

2、艺术如何发展到抽象的。

展示法

接着让学生试着说说“将心比心”这个成语的理解，体
会“将心比心”指的是用自己的心比别人的心，为他人着想。

学法指导：

1、 引导学生采用观赏观察、实践、讨论、归纳的方法学习，
用多媒体展示相关图片，并巧妙导出本课。

2、 讨论法，小组合作法。

新授过程：

导入：

首先同学们来看两组图片，第一幅是现实生活中具体存在的，
真实的再现现实，即具象艺术。另两幅在你们的生活中存在
这样的物体吗?学生回答：“不存在”。我们称这种没有现实
形象的可辨性的作品为抽象艺术作品。怎样去欣赏抽象艺术
作品呢?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抽象艺术，去体会其独特
的艺术美。

教师总结：



抽象艺术和具象艺术、意象艺术不同的是，它不直接表现任
何现实中的可视物，但不能因此说它与现实就没有任何关系。

展示：

《百老汇的爵士乐》、《即兴之31》两幅作品。

问题思考探讨：

同学们分两组讨论，谈谈自己对这两幅作品的感受。

相同之处：

不同之处：

学生活动：

分别请一位同学回答问题，然后找同组同学作补充。

这部分内容既复习了初中的基本类型反应及氧化反应、还原
反应的重要知识并以此为铺垫展开对氧化还原反应的较深层
次的学习，又还将是今后联系元素化合物知识的重要纽带。

教师活动：

老师总结后引出：抽象艺术的含义

作为人类三种主要艺术类型之一，抽象艺术也是人类认识和
把握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只不过它使用的是纯粹的艺术语
言，抽象艺术有冷抽象和热抽象两种类型之分，了解抽象艺
术的特点及其独特的艺术美的表现，进而能够创作抽象艺术
作品。

通过拼读音节读儿歌，掌握生字字音，了解儿歌内容。结合
上下文和生活实际理解词句，能正确流利地朗读儿歌，认识



一些蔬菜，了解它们的特点，培养学生的识字能力。

(一)抽象艺术及其两种形态(冷抽象，热抽象)

1、抽象艺术的含义?

在20世纪初才开始逐步形成的一种用美术的基本语言元素和
语言手段进行独立创作的美术类型。

2、冷抽象、热抽象艺术的代表艺术家及观点。

冷抽象含义：

代表人物：

蒙德里安。

热抽象含义：

代表人物：

康定斯基。

作品赏析

《百老汇的爵士乐》。

学生活动：

请同学们先鉴赏纽约百老汇夜景的照片，然后一边听爵士
乐(爵士乐：《蓝色狂想曲》)，一边欣赏蒙德里安的《百老
汇的爵士乐》。

教师活动：



老师介绍：

1、爵士音乐;

2、蒙德里安生平简介;

3、蒙德里安对百老汇城市面貌的感受及对爵士音乐的感受。

问题思考与探讨：

学生活动：

同学们分组讨论后回答问题：

教师活动：

老师补充总结

在以往的活动中，幼儿已充分了解了眼睛的保护方法。本次
活动将由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四个环节来组成第一环节：
即活动的开始部分，我将以轻松、愉快的“指指点点”游戏，
引入课题，使孩子自然进入活动状态。

能力练习：

欣赏几幅作品，判断它们是属于冷抽象还是热抽象艺术作品。

创设情景请同学们思考：

由上面的问题引出：

(二)艺术走向抽象的原因

问题思考：



请同学们迅速浏览课本25页，回答问题。

1.抽象艺术的形成?

19世纪中叶照相机的发明加速人们对美术的本质思考，20世
纪初，抽象艺术的概念在西方已经基本确立交流法，操作之
后，让幼儿在集体面前大胆地讲述自己的操作过程，让同伴
分享自己的成功，同时，老师也统整和提升幼儿的经验。

2.抽象艺术形成的原因》

照相机的发明，现代的社会化大分工，西方科学理性的影响。

抽象艺术形成之后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三)抽象艺术的特点：

分析性,即把艺术的各种语汇分析、抽离、孤立出来并加以夸
大,甚至绝对化,这就形成了抽象艺术特殊的艺术美。

抽象艺术独特的艺术美包括：

a形式与色彩;

b构图与笔触;

c材料与肌理;

d空间与透视;

e光影与运动。

学生能力练习：



让学生自己来欣赏作品，判断作品的艺术美的表现。

知识补充：

抽象艺术在我国的独特表现， 抽象艺术在现代生活中的运用。

拓展：

动手实践，创作作品。

让学生听一首音乐，创作一幅抽象艺术作品。

(四)课堂回顾

这节课重点讲述的是冷、热抽象艺术作品，抽象艺术的特点
及其独特的艺术美的表现。

四、板书设计：代表艺术家、特点等环节，分析鉴赏部分作
品。

通过多媒体直接展示，首先展示本课课题，然后分别展示冷
抽象、热抽象美术作品，分析其分类、法、情感与态度的有
机结合。

美术鉴赏说课稿篇三

我说课的内容是人教版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一美术鉴赏
第16课《美在民间永不朽一一中国民间美术》。我主要从教
材分析、教法运用、学法指导和多媒体教学过程演示四个步
骤加以阐述：

一、本课的内容、地位、作用

本课的教学内容分四大问题层层递进。通过介绍最有代表性



的艺术样式，了解民间美术与民俗的关系，欣赏课文图板中
优秀的民间美术作品，来理解民间美术的特征。本课知识容
量大，因此我根据教材把握住它的基本精神，以便更有效的
传授各知识点。理解相关概念是本课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个方面要放到课文的整体精神和结构中去才能有利于课堂
的深入。并借助于本课或相关美术作品进行教学，这样可以
使学生有更形象的认识，而不致陷入概念之中。

二、教学目标：

1、通过讲述、演示和欣赏使学生明确民间美术的基本概念。

2、了解丰富多彩的民间美术形式、民间美术的艺术特征以及
民间美术与民俗的关系。

3、使学生明确民间美术的重大意义，丰富和发展学生的艺术
创造力。

三、教学重点：让学生了解中国民间美术中最有代表性的艺
术样式以及民间美术与民俗的关系，理解民间美术的特征。

四、教学难点：是第二部分“如何界定民间美术？”和第五
部分“如何理解民间美术的特征？”这两部分内容理论性较
强，其中还有一些专业名词。

依据本课的性质及学生状况，我主要采取“激发启发—引导
分析”的方法，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具和实物教具，不断采用
欣赏，启发、归纳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实例的引导下，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使
每个学生都能参加到动脑的积极思维中，真正做到面向全体。
运用视频、图片欣赏，实物观察和触摸，激发学生兴趣，优
化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效率。并提问学生，组织讨论，这样
多法并用，即培养了他们分析作品的能力，又启发了学生的
思维。



引导学生采用观赏、观察，实践，讨论归纳的方法学习。用
多媒体展示相关视频，并巧妙导出本科课题。要有新意，有
气势，有激情，使学生产生跃跃欲试的心志，。再给学生提
出要求引导学生观欣赏艺术作品并自主探究、亲手创作，了
解丰富多彩的民间美术形式、民间美术的艺术特征以及民间
美术与民俗的关系。讨论明确民间美术的重大意义，丰富和
发展学生的艺术创造力。

一、导入探究课题（时间：5分钟）

（一）教师创设问题情景，导入探究课题

播放视频《俏夕阳》。20xx年春节晚会，以唐山皮影艺术为题
材的舞蹈《俏夕阳》深受观众的喜爱，以皮影舞蹈的形式烘
托出春节欢快喜庆愉悦的氛围。

皮影是融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等民间文艺于一体的艺术
形式，广泛流传于民间，皮影又是民间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民间美术是中华民族的艺术之根。共同走进中国民间
美术。

（二）学生领会新课意图，愉快接受课题

1、感受音画气息由此产生共鸣，并激发学习兴趣。

2、交流本课探究的意图、必要性。

二、新知探究（时间：16分钟）

（一）根据图片和举例让学生分析民间美术的范畴，民间美
术的界定，民间美术的多种形式。

（二）就民间美术的三种最具代表的艺术样式作深入探究：



剪纸：学生讨论回答是否见过剪纸作品，反映的是什么内容。
教师作详细讲解：剪纸可以用来表达喜庆与祝福，剪纸还是
最普遍最单纯的民间美术，剪纸还是各种民间美术的基础。
欣赏黑板上张贴的剪纸作品，可见剪纸艺术的要求很严格。
另外，剪纸不仅可以用剪刀，还可以用刀刻。总结剪纸的三
种形式。再来看一幅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一一《五福捧寿》。
剪纸中有一类是做刺绣的底样，北京地区俗称花样子，使用
刀具在纸上刻成，内容有花乌虫鱼各种题材，巧手绘制在枕
头、鞋头、肚兜等物品上。学生欣赏实物展示，总结剪纸的
种类：分为窗花、刺绣花样、顶棚花、门笺、礼品花等。

刺纷：中国有四大名绣，分别是：苏绣、粤绣、蜀纷、湘绣。
刺绣的应用范围很广，我们来看能用在什么地方？学生思考
回答：可用于服装、鞋帽、枕头、帐帘、钱包、香包等。接
下来屏幕上展示的是苗族妇女的刺绣作品。艺术大师刘海粱
对苗族刺绣给与很高的评价：“缕云裁月，苗女巧夺天工，
苏绣、湘绣比之，难以免俗。”教师说明：少数民族中蕴藏
的民间美术种类繁多，风格各异，它是中国民间美术中最重
要的部分，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民间美术也是多样的，要学会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学习优秀
的民间艺术遗产，不断丰富民间美术的宝库。

欣赏“五毒的小布鞋”，提问：民俗中是如何体现民间美术
的？民间美术总拿民俗做文章，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
系呢？学生思考并回答：民间美术和民俗活动有极为密切的
关系，是伴随民俗活动而发展的。民间美术的题材与语言多
有民俗依据，它必须符合民俗观念、民俗传说和民俗活动的
要求；民间文化也离不开民间美术，许多民俗活动都是通过
民间美术增加了色彩和情趣；民间美术既是民俗文化的造型
载体，更是民族精神的视觉象征。

年画：提问为什么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要贴年画？学生思考回
答：为了满足纳福迎祥、万象更新的民俗需要。年画种类繁
多，题材内容异常丰富，当然如今已不常见了，但在我国部



分农村依然保持贴年画的风俗。教师阐述：中国不仅有四大
名绣，还有三大年画产地分别是：天津杨柳青、江苏桃花坞、
山东潍坊杨家埠。欣赏不同类型的年画作品，感受中国民间
美术的亲切和生活的美好。

三、创设互动探究平台（时间：16分钟）

（一）欣赏中国民间的剪纸、刺绣、年画、泥塑、玩具等美
术作品，让学生思考探究中国民间美术多种类别之间的共性，
并回答：就作品的内容和采用的美术形象而言，民间美术有
寓意和象征的特点，在造型上，特别概括和质朴、大方；在
色彩上，较多采用大红、黄、绿、蓝等较鲜艳的颜色，对比
明显，鲜亮而富有喜庆气氛。

（二）欣赏民间美术作品并让学生给这些作品起名字，教师
给与评价

四、归纳总结：系统知识，德育渗透。（时间：3分钟）

教师阐述：从这堂课中我们了解了民间美术的种类及艺术特
征，以及怎样欣赏民间美术作品。有一句话这样说：“只有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文化的才是永久的。”一个民族没
有自己的民俗文化是非常可悲的，希望同学们从自身做起，
共同关注生活，关注民间美术，让民族文化传承下来。

教学的主要功能是教会学生学习，本课通过教师启发、引导、
点拨，调控探究方向，及学生自己合作探究，在宽松的教学
情景中开展了丰富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在尽最大学力能够到
达的区域内学习。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能力是知识的升华，
升华的途径是应用与整合。通过应用使知识与方法得到整合，
让学生运用本课所学知识，立足实际，活学活用，回归生活，
使学生感到学有所获。既要关注学生掌握美术知识、技能的
情况，更要重视对学生美术学习能力、学习态度、情感与价
值观等方面的评价。强化内在的激励作用，弱化评价的甄别



与选拔功能。

美术鉴赏说课稿篇四

各位评委老师下午好，我今天说课题是《美术家是如何进行
表达的？》。下面我将从说教材，说目标，说教法和学法，
说教学过程，设计板书等五个方面来阐述说明我的教学构思
和设计。

《美术家是如何进行表达的？》这一课选自人教版，该课主
要是围绕一、什么是美术作品的艺术语言？二、美术家是如
何运用艺术语言的？这两个知识点进行讲述的。

本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对美术作品的语言有一个简单而完整的
了解，这是开始进入美术鉴赏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
步认识不同类型的美术作品在使用美术的语言上有着不同的
方式，美术作品由此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形式特征和审美意韵。

本课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以中国古代画家吴道子和李思训为例，说明美术家
在美术语言的运用上是有差异的。

第二部分“什么是美术作品的艺术语言”，首先从三件具体
的美术作品—五代画家顾闳中的工笔重影彩人物画《韩熙载
夜宴图》宋代画家梁楷的始直接的语言辨析，然后进入概念
和知识的解释。说明什么是美术语言，美术语言所包含的内
容以及三种基本的美术语言形态。

第三部分“美术家是如何运用艺术语言的”，着重对具象艺
术，意想艺术和抽象艺术进行具体的辨析，以使学生对这三
种基本的美术语言形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美术作品的艺术语言的概念、内容、形态分类



美术语言既是具体的、可分类的，又是包含在整体美术作品
之中的，学生理解会有很大得难度，因此，必须结合具体的
美术作品并调动学生既往的美术知识来认识和理解。

（一）什么是美术作品的艺术语言？

1.美术作品的艺术语言的概念：美术所专美使用的，具有视
觉传达功能的形象和形式就是美术作品的艺术语言，其特征
就是具体性和形象性。

教师活动：大屏幕展示美术语言的概念

学生活动：了解美术语言的相关概念

2.美术语言的内容：基本语言元素（点、线、面、色）

教师活动：展示中国工笔重彩人物画《韩熙载视宴图》，中
国写意人物画《泼墨仙人图》及油画《1945》三幅表现形式
不同的绘画作品。

提问：分析三件作品在形象塑造上运用了那些类型的艺术语
言形式

学生活动：欣赏绘画作品，并用一分钟的时间思考讨论我所
提出的问题。

3.美术语言的形态分类：具象艺术、意象艺术和抽象艺术

教师活动：再次展示中国工笔画《韩熙载夜宴图》、中国写
意画《泼墨仙人图》及油画《1954》三幅表现形式不同的绘
画作品。

提出问题：从作品写实的程度的角度去对比分析三件绘形式
上的差异。学生活动：然后让学生欣赏作品并思考老师提出
的问题。



（二）在美术作品中，艺术家是如何运用艺术语言的

1.具象艺术：目的在于真实的再现现实

教师活动：展示顾闳中的《韩熙载视宴图》，并以一幅工笔
花卉为例演示某绘画技法。

提问：结合工笔画的绘画技法，总结《韩熙载夜宴图》是如
何运用艺术语言的。

学生活动：

a结合图示分析工笔画的绘画技法

b根据工笔画的技法，总结出《韩熙载视宴图》运用了线条勾
勒、随类赋彩的语言表现方式。

2.意象艺术：不以纯客观再现为目的，而是重在表达艺术家
主观的精神世界，其中包括艺术家的感受，情感，观念和审
美理想等，为此艺术家常常采用变形，夸张，重组等语言表
现手段。

提问：观察分析以上作品中分别采取了什么样得语言表现手
段。

3.抽象艺术：主要是在20世纪才开始逐步形成的一种用美术
的基本语言元素和语言手段进行独立创作的美术类型。

冷抽象：以几何块面构成的作品，我们称之为“冷抽象”
或“理性抽象”热抽象：完全或主要用色彩和有变化的线条
来创作的作品我们称为“热抽象”

教师活动：展示作品荷兰画家蒙德里安的《红黑蓝构成》



美术鉴赏说课稿篇五

《培养审美的眼睛》是人教版高中美术课第一单元的内容，
属于欣赏评述学习领域。本课作为高中整个美术鉴赏教学的
开篇，对后面的教学具有指导意义。通过本课的教学，使学
生初步了解什么是美术鉴赏，美术鉴赏的一般过程和特征，
以及学习美术鉴赏的意义，由此掌握美术鉴赏的方法，培养
学生“审美的眼睛”，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

知识与技能目标：学生能够掌握美术鉴赏的意义，了解美术
鉴赏的艺术特点和要领，并能够独立的对美术作品进行欣赏
评价。

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欣赏、讲授、讨论，帮助学生掌握美
术鉴赏的方法，提高学生美术鉴赏能力，培养学生的审美意
识。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培养学生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情操，
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艺术作品给人们带来的独特视觉感受，
激发学生对艺术的感知能力。

教学重点：掌握美术鉴赏的一般方法，认识美术鉴赏的意义。

教学难点：了解美术鉴赏的概念和美术鉴赏一般过程或方法。

高一年级的学生思想素质已经达到一定高度，在初中通过一
定的学习，掌握了基本的美术知识，对美术新内容的学习也
有相当的兴趣和积极性，但他们的头脑中缺乏系统的知识作
为支撑，对艺术深入探究的能力还存在着欠缺。我将引导学
生对问题的思考，并逐步掌握解决问题的关键，继而帮助学
生解决问题。

针对学生的特点和接受能力，遵循以学生为主体性的原则，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我制定了以下的教学方法“欣



赏——引导——启发”通过每一步的设计使学生清晰明了的
掌握美术鉴赏的意义和特点，也逐步感受到美术之美，从而
提高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

遵循“学为主体”的教育思想，做到学与练紧密结合。本课
运用多媒体展示图例采用课堂讨论，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等
形式，通过比较分析、实践,学生可以直观的了解美术鉴赏的
意义与特点。

由我总结，大家对美术作品的这些疑问或者观点都涉及到了
美术鉴赏的问题。在学生回答问题后，进行总结并结合图片
进行讲解什么是美术鉴赏？，先从对天安门广场的感受和对
天安门的审美认知中，让学生讨论这些艺术作品的功能主要
体现在哪些方面，由我做出补充拓展说明鉴赏并不神秘，而
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然后通过对徐悲鸿的《奔马》和
梁楷的《太白行吟图》以及吴冠中的《根扎南国》三幅国画
的欣赏以及对各自相关知识的查证，得出他们的内涵是不同
的。所以美术鉴赏是被动接受与主动参与的综合的审美活动。

接下来是识别美术的基本类型和一般表现方法，然后才能进
行实质的鉴赏活动。那么美术作品有哪些类型呢？让同学欣
赏图片，探究问题，回答提问。在欣赏图片中，逐步训练学
生区分不同美术形式的能力，我们可总结出美术作品是如何
分门别类，总体而言，美术作品都被归为空间艺术的范畴，
在这下面，美术根据其艺术门类划分为：绘画、雕塑、建筑、
设计、书法、摄影。掌握了美术鉴赏的分类，接下来请同学
们结合课本内容思考这样两个问题美术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哪
些方面？其内涵分别是什么？在课本中学生可以总结归纳出
答案人的审美能力是与其知识和道德相联系的直觉能力，只
有经过不断的训练，人的审美能力才能逐步得到提高，才能
真正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意义。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
缺少发现。

综合以上的学习，学生已基本掌握了美术鉴赏的意义与鉴赏



的技法。接下来请同学欣赏一组美术图片，并在其中找出一
张自己喜欢的作品，说一说为什么喜欢这张作品，欣赏结束
后请同学们小组讨论自己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的美术鉴赏，
同学之间相互交流归纳，请每组派出代表说明，通过讨论可
总结分为三步骤:从分析形式和形象入手;对内容的理解、体
会;对内蕴的探究与领悟。通过小组讨论、自主探究的学习方
式培养学生的合作交流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

通过这节课，我们学习了美术和美术鉴赏的概念、美术作品
是如何分门别类的以及美术鉴赏的意义等，使我们从宏观上
认识了美术以及美术鉴赏的基本知识，为我们今后进一步学
习相关的知识打下了基础。这节课，我们为培养一双审美的
眼睛奠定基础，同学们要注意欣赏千奇百怪的现代艺术，还
必须树立全新的艺术观念，在此基础上，平时就要多看多分
析使审美的能力得到提高。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