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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美术鉴赏课中情境教学的应用探究
陈丽竹 吴强

喀什大学 新疆喀什 844006

摘要：随着美术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高中美术课程将美术鉴赏定为必修模块，这对美术鉴赏课的教学方法提

出了新要求。本文主要探究情境教学在高中美术鉴赏课中的应用，说明情境教学对提高学生美术学习兴趣、调动

学生情感等方面有深刻意义，提出创设问题情境、角色扮演情境、语言情境、文化情境、媒体情境等策略，以此

贯穿高中美术课堂教学，希望能够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促进学生美术核心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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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对高中美术

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术鉴赏强调对体验的基础上

深入探究和评述作品的内涵和价值，因此，情境教学法

在高中美术鉴赏课中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教师创设情境，

以其中的具体形象引发学生情绪的变动，从而使学生自

觉地进行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强化学生的情感体验，

加深学生对形象的印象，能显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促

进学生审美能力、文化素养的提升。

1.内涵

1.1 情境教学

情境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构建一个既符合

教学目标的要求又顺应学生心理成长规律的学习环境，

旨在促进美术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融合。情境教学

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建构主义认为，教师在学生的

学习过程中是一个引导者，尽可能设计出能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和学习动机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

学习，在情境中主动建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认知结构

得以发展。也就是说，情境是连接知识与生活应用的桥

梁。只有将概念理解应用于真实的情境，才能将所学概

念与生活应用联系起来，促进核心素养的形成。

1.2 高中美术鉴赏课

美术鉴赏是高中美术课程的重要模块之一。
[1]
美术

鉴赏是运用感知、经验和知识对美术作品和美术现象进

行观察、体验、联想、鉴别与评价，获得审美享受，提

高艺术品位的活动。美术鉴赏的过程包括描述、分析、

解释、评价四个步骤。“描述”是鉴赏美术作品的首要

程序，既陈述画面表现的内容。“分析”指探究作品的

艺术特色，如色彩的运用，构图的设计、线条的艺术等。

“解释”，是指说明美术作品的内涵意义以及作者的所

思所想。“评价”，将鉴赏作品与同类型或同时期的其它

作品进行比较，来评判美术作品的价值。在高中美术鉴

赏课中，最关键的教学素材是美术作品。美术作品生动

地记录和反映了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是作者的心

灵感情体验和精神世界的呈现，通过对美术作品的鉴赏

能够让学生认识世界不同文明成果，激发想象力和创造

力，培养创新精神。课程标准强调在高中美术鉴赏课堂

中注重学生感受美术与文化、美术与生活的关系，注重

学生对自己情感的表达，这与情境教学法特点不谋而合。

2.在高中美术鉴赏课中使用情境教学的意义

2.1 有助于学生形成持久的美术积极性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情境教学拓宽了教学内容，更新

了教学方法，是引导学生自主探究的载体，可以让学习

变得更加主动、有活力，同时拓宽了学生的艺术视野，

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新思维。此外，在高中美术鉴

赏课中实施情境教学，能优化现有的课堂教学模式，有

意识地让学生在情境中感知、体验、创造。情境的创设，

也促进师生关系的发展，课堂氛围变得更加轻松，学生

在愉悦的学习环境中能更加主动的完成美术学习任务。

情境教学将美术学习与个人兴趣、经验相结合，有利于

学生形成内部学习驱动力，使学生对美术学习产生持久

的兴趣和主动性。

2.2 有利于调动学生情感

美术是一门注重情感表达的艺术，大部分的艺术家

在创作美术作品时会融入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思维。情境

教学法的使用，通过实际参与和感性体验强化了学生对

美术作品的直观感受，学生不是被动接受美术知识，而

是通过观察、体验和操作等方式以获得深层的精神满足

和审美理解的过程，有助于学生形成更为深刻和直接的

艺术感受，为美术核心素养的形成打下基础。教师在引

导学生进行美术鉴赏时应用情境教学法，能更好地调动

学生情感，深刻地理解美术作品传达出来的文化内涵，

促进美术核心素养的形成。

3.高中美术鉴赏课中情境教学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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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真实问题构建生活化情境

真实的问题，是指学生在社会生活和学习中所遇到

的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自主、合作、探究”是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所倡导的教学理念和学习方式。其核心就

是“探究”。探究学习和问题情境紧密相连。将学生置

于一个真实的问题情境之中，学生通过自主探索或是在

小组合作、教师的帮助下解决问题，培养了学生主动性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高中美术鉴赏课中，教师要根据

美术作品提出与学生生活、经验相关联的问题，指导学

生关注现实生活，学会使用他们学过的知识与技能，能

综合运用跨学科的观念、思维方式分析和解决问题，通

过问题的解决促进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尹少淳教授提过

“我们认为知识与既能转化为核心素养的最有效的方

式，是在问题情境中选择和运用知识与技能解决问题。”

教师提出问题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问题

必须是真实的，是联系学生生活经验的，同时具有引导

性，能够激发学生探索的欲望；二是提出的问题必须要

符合学生认知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学生可以通过自主学

习或者合作学习的方式解决的。如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

爱国主题教育示范走廊的布置是以山水画《渔村小雪图》

为蓝本，与立体化的翠柏、石峰巧妙结合，形成一幅立

体生动的中国山水画卷。教师针对这一实际情境，创设

问题“大兴机场是国际机场，单日有数万名国内外游客

经过这个走廊，并且在走廊尽头就是国际航班的中转出

入口，此时的机场不仅仅是一个旅客中转的站点，也是

一个展示中华文化的窗口。你认为除了《渔村小雪图》

外，哪一幅画还值得放置在机场走廊？能更好地展示中

国文化之美，让全世界的人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呢？说出理由。在这样一种真实问题的情境下，学生

面对一幅美术作品就不单单只是关注它画面内容的好

看与否，而要深入思考它的内涵价值，学生在脑海中会

检索出很多幅与之内涵相关的作品，促进知识的整合。

3.2 通过模拟表演方式再现情境
[2]
角色扮演创设情境可分为作品再现情境和剧本编

写情境。作品再现情境是指通过对美术作品的学习，掌

握基本的美术知识技能，根据作品中的情境学生以小组

为单位分配角色，并制作道具再现情境;剧本编写情境

指学生根据教学内容以小组为单位编写剧本分配角色，

制作所需要的道具进行表演。在高中课堂中，无论是上

台表演，还是作为观众观看表演，学生都表现出很大的

兴趣，通过角色体验情境，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

美术作品进行切身体会，获得真实的感受，更深入地理

解作品表达的内涵。角色扮演情境通常是以小组为单位，

每位学生分配不同的任务，学生参与度高，可以让学生

在课堂中沉浸式体验教学内容，使其在体验中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作品再现情境：如在学习《韩熙载夜宴图》时，教

师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分析韩熙载与其他宾客的表情、

肢体动作的区别，并以小组为单位，一位同学扮演韩熙

载，其他同学扮演宾客。通过切身体验，学生会发现韩

熙载的情绪状态不同寻常，进而联系当时社会背景深入

思考韩熙载的身不由己，加深感悟。

剧本编写情境：如在鉴赏《步辇图》后，举行“情

景剧展演美术作品”的活动，以“文成公主入藏”主题，

进行戏剧创作与表演。激发学生创作的乐趣，小组合作

编写剧本，交流讨论确定每个人的角色，在表演中融入

历史、音乐等学科知识丰富表演效果，以跨学科的方法

让学生尝试其他学科的思维方式思考美术问题，促进知

识的迁移，不仅能够拓宽视野，也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

3.3 利用语言情境，增添形象感受

语言是一种最普遍又最特殊的教学手段，生动的语

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并且具有指向性。语言情境的使

用能让学生听觉感受上得到不一样的体验，生动、有趣

的语言能让课堂变得更丰富，提高学生的注意力。不同

的语言可以表现不同的节奏、语调和气势，教师要根据

作品内容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语言方式。

语言情境的应用体现在教师和学生两方面。教师在

课堂中注意不同的艺术作品有不同的感情色彩，语言情

境的效果十分直观，不同情绪的语言就会把学生带入不

同的情绪中。比如在鉴赏八大山人朱耷的作品时，他的

作品比常人带有更强烈的感情色彩和复杂的精神内涵，

因此教师注意用比较强烈的语调向同学讲解他内心深

处的难言之痛与愤懑抑郁，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的

文化意图。在学生方面，可以根据美术作品设置辩论赛，

让学生在语言的碰撞中拓展思维，大胆的表达感受。如

设置问题“你愿意生活在《清明上河图》中繁华热闹的

都城汴京还是隐居在《青卞隐居图》中的远离喧嚣的卞

山？说出原因。”每个学生有着不同的经验、兴趣，知

识储备，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见解，在辩论赛中学

生提出不同的观点，使其形成新的理解和感受，同时也

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

3.4 展现文化情境，加深感受
[3]
进入高中以后，他们的身心逐渐成熟，主体意识

正在确立，已经可以结合一定的人文知识，从美术作品

的形式、内容乃至深层意蕴等方面欣赏不同国家、不同

流派、不同表现形式的美术作品。吴乐年在《高中美术

课程标准教师读本》中提到，在鉴赏美术作品时，要把

重点放在作品的历史背景或者某一历史事件上，而不是

艺术语言上。要让学生学会用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

看待美术作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去拥抱世界优秀的

美术成果，了解其社会和文化背景，在它们根植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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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深化对他们的认识。借助“文化情境”，有助于学生

结合多方面知识全面地理解美术作品的含义，

大多美术作品都有着特定的内容和意义，从社会大

背景中考察，抓住相关的各种社会因素，才能更深刻地

理解美术作品。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混乱、

黑暗的时代，美术作品大多是发挥着“成教化，助人伦”

的教化、劝诫的功能，以满足统治者的需求，如《女史

箴图》、《列女·仁智图》等；唐宋以后，我们的社会开

始注重个体的价值，美术作品将更多的表现自我，如《荷

石水禽图》、《墨葡萄图》等。我们会在美术作品中看到

某一个时代所盛行的社会思潮、审美趣味、传统习俗、

经济发展水平等等，甚至也能反映出作者的生活境遇。

如鉴赏《写生珍禽图》时，有同学会问，为什么这幅花

鸟画没有透视关系，而是各自为政，排列整齐？为什么

作者画的都是一些不寻常的珍禽瑞鸟？当学生了解到

这是五代的宫廷画家黄荃给儿子画的一幅习画范本时，

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如《采薇图》，作者采用了“借

古讽今”的手法，讲述典故武王伐纣胜利后，叔齐、伯

夷两位高士对这种臣子造反的行为深以为耻，决心不吃

周朝的粮食，于是逃隐至深山，采食野菜充饥度日。画

家采用这个历史典故来表彰保持气节的人，谴责投降变

节的行为。如果学生不了解这段背景那只能是当作一般

的山水人物画来赏析了。

因此，在鉴赏美术作品时，教师要给学生展现相应

的文化情境。
[4]
一切美术作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

是艺术家依托当时的时代、社会、经济而创作出来的，

只有了解作品特定的文化背景才能更好的理解作品。

3.5 创设媒体情境，丰富感官体验

教师选择和应用现代教学媒体作用于教学过程中，

可以将抽象的概念和理论以形象的、易于接受的和理解

的形式展现给学生。美术鉴赏课中除了教科书提供的图

文外，还需要大量的图片、视频等资料作为补充。在高

中美术鉴赏课中，教师可以采用图片、音乐、视频、VR

技术等多媒体形式。
[5]
与以往的教学方式相比，多媒体能将图像、文字、

音频、视频等内容融为一体，具有独特的优势，既能引

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将抽象概念直观地呈现给学生。

多媒体技术不仅可以展示丰富的作品，而且可以营造良

好的意境。打破教材与课程在时空上的限制，拓展学生

的视野。美术鉴赏课以美术作品为核心，在课堂上学生

观赏的主要是纸质版的图片。由于传统教材的篇幅有限，

呈现出来的作品会出现数量不足、清晰度不够，过小无

法看细节等问题，因此运用多媒体展示图片就显得十分

有必要了。音乐对于美术课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

教师根据作品的主题，合理的播放音乐。音乐具有很强

的艺术感染力，会把学生不知不觉中带入到或恬静、或

悲伤、或激昂等的情绪当中，激起学生的想象，更好地

理解作品。视频也是美术课中常用的多媒体手段，它结

合音乐和影像，能很好地吸引学生的视线，很好的还原

与作品相关的真实景象。如，《清明上河图》是一幅长

达 528 厘米的长卷，从课本中分裂开的一段段画面中，

学生很难体会到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以及作者的匠心

精神，教师可以通过 VR 影片的形式，让古画动起来，

带领学生坐在船上穿梭在汴河之中，使学生沉浸到画作

中，与虚拟世界的物体进行自然的交互，通过视觉、听

觉宋朝汴京的繁华。

4.结语

新课标背景下，情境教学在高中美术鉴赏课中的应

用落实了新课标对美术教学新要求、是发展学生美术核

心素养的重要举措。高中美术鉴赏模块对于提升学生的

审美能力至关重要，情境教学法的使用更有利于学生理

解美术作品的内涵意蕴。我们要深入研读美术课程标准，

依据教材特点和实际学情整合相关资源，积极创设真实

有效的学习情境，促进探究性思维的发展，获得独特的

审美体验，提升学生的美术核心素养。情境创设的方法

多种多样，通常是多种教学方法共同贯穿于课堂的全过

程，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促进教与学的发展。教师也

要自身的状态、教学风格等因素选择适合的教学情境，

才能实现情境教学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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