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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式教学在高中美术鉴赏课中的实践探究
——以《程式与意蕴——中国传统人物绘画》课为例

◎郑慧英
摘要：现代社会要求学生要全面发展，美术学科在整个教学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重新审视传统美术教育，创新教学

方法是实现高效美术课堂的有效途径。在新课标的引导下，主题式教学更加适应当代学生的需求，自主学习、探究学习、

深度学习彰显出独特的优势。其中，针对高中美术鉴赏课进行主题式教学的实践案例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高中美术鉴

赏课堂，对主题式教学进行设计与应用。根据高中美术鉴赏第二单元主题——的内容，结合主题式教学的方法进行教学设计。

关键词：主题式教　高中美术鉴赏课　教学设

一、高中美术鉴赏课程的主题式教学实践

（一）主题式教学设计

1. 人美版《美术鉴赏》第二单元主题

一《程式与意蕴——中国传统人物绘画》

教学设计

（1）教材分析

在教材中，本节课要使学生对中国传

统人物绘画的艺术风格和特点有所认识，

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艺术文化。力争

达到使学生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提高基

本艺术素质和欣赏绘画的能力。

本节课的主题设置将教材中人物绘画

的维度拉大，不仅限于中国古代的传统人

物绘画，也增加现当代人物画的内容，与

学生的生活产生联系，给予学生更多的思

考空间。通过中国人物画这一题材，了解

中国画历史进程、基本技法、表现方式，

并将中国传统美术与社会变革联系在一

起。让学生更好地认识中国传统绘画的特

征与创作意义。

本节课在经典作品、创作事件、创作

背景为课题进行鉴赏的基础上，设定“毛

笔下，我们的样子”为主题。主要向学生

讲述中国传统人物绘画是如何在历史重大

时期救亡图存、民族解放、时代变革、社

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发展的。课程的核心精

神是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

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团结意识，凸

显美术学科的文化性质和独特韵味。

（2）设计理念

本课教学内容方面大致分为三个部

分，分别为理论展讲、联系生活和创作实

践。第一部分：“我眼中的历史人物画”，

以历史时间为主轴线层层递进，通过小组

合作的方式对唐宋元明清五个人物画发展

的顶峰时代进行学习汇报，提升学生自主

探究和合作学习的能力。其间穿插探究议

题，时刻围绕主题。

第二部分：“我们的时代”，讲述中

国历史重大节点上的经典作品，将中国传

统人物画的精神内涵逐步上升到无愧于时

代的经典创作——以现实生活为写照而创

作的现代中国人物画。点明主题“时至今

日中国精神是艺术创作的灵魂”，逐渐增

加课程的情感厚度，层层推进并加深学生

对“家国情怀”和“以现实生活为写照”

的感受和理解。课堂上及时完成“教材内

容测试”做到及时反馈对主题内容理解程

度，达到学习目标。

第三部分：“同桌的你”，完成主题

创作活动。让学生真正了解中国人物画的

独特表达方式和内在精神。学生通过绘画

了解工具的属性，感受宣纸与墨的关系。

同学间互为刻画的对象，过程中捕捉彼此

外在特点，激发出学生的兴趣。课上作品

可以让学生自己保存，不但让学生之间的

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同时也让学生体会到

主题内涵，这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的样子”，

对于未来的自己来说，这就是“我们青春

的样子”，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样子”。

主题贴近学生的生活，容易产生更多的共

鸣，达到以美育人的效果。

课后为加深学生的印象，对学生布

置小任务，自主进行选择。任务一，寻

找最喜爱的中国画艺术家，让学生通过

自己的审美标准去进行审美鉴赏和判断，

过程中获得美术相关的知识。任务二，

角色扮演，加强学生集体协作的能力，

在配合过程中推敲画面中每一个人物的

形象、处理方法以及布局摆放，达到课

堂内容的巩固与深化。

（3）教学目标

图像识读：通过对中国传统人物绘画

作品图像、视频等方式，了解在创作题材

内容、形式语言、思想情感上转变与发展，

深入理解这一时期美术作品的表现形式与

时代的关系。

图 1　“毛笔下，我们的样子”主题结构

审美判断：通过对美术作品的感知、

分析、解释、评价去欣赏其中所隐含的美

的元素，探究这一时期艺术家在对艺术形

象塑造上的创新之处与精神内涵。

美术表现、创意实践：结合自身的

体验与时事热点对审美对象进行判断与表

达，尝试使用中国画材料进行创作。

文化理解：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导

向，引导学生从文化角度鉴赏作品、关注

美术现象、深化问题意识、形成正确的审

美情趣。了解中国传统人物绘画的文化内

涵及其独特艺术魅力，使学生感受经典作

品背后的家国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与责

任感。

（4）教学重难点

重点：

①让学生对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和绘

画艺术作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②了解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中国人物画

独特之处与精神内涵。

③理解“程式与意蕴”“中国传统绘

画”。通过艺术创造不仅能把普通生活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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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成诗情画意，更能将艺术创作变成一种

强有力的载体，使之发出中国声音，为实

现中国梦而努力。

难点：

①探究“为什么说人物画是中国传统

绘画的重要题材”。

②探讨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背后的历

史意义与艺术家个体。

③探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中国传统

人物画中的体现。

（5）学科间的渗透

在本课教学内容中结合了历史、政治

等相关学科，使其他学科与美术产生联系。

沿着中国发展的历史时间线，鉴赏各个时

期的美术作品，直观地让学生感受其中的

不同。理解历史时期背后的政治文化，加

深对中华民族历史的理解，让学生产生爱

国的情怀，对那个时期为人民而创作的中

国艺术家感到自豪。

（6）教法与学法

学法：以小组探究的形式，在情境中

进行体验，最后展示成果。 

教法：主题式教学为导向，以问题引

导的方式使学生解决问题。分组讨论，最

后进行教师点评。

（7）主题式教学评价

学生自主、互相点评：学生通过完成

创作，了解中国画绘画的全过程以及解决

问题的方法，从作品的构图、表现方法和

情感语言等方面对自己的作品进行阐述。

教师点评：以表扬和鼓励学生为主，

放大学生身上的优点。通过点评，让学生

了解鉴赏中国画作品的方法。

（二）主题式教学案例

人美版《美术鉴赏》第二单元主题一

《程式与意蕴——中国传统人物绘画》教

学实践过程。

主题：“毛笔下，我们的样子”

课时：2 课时（中国古代人物画欣赏 / 当代人物画欣赏、人物画创作）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

图

布置

情境

提前用教师个人创作的中国画布置好整间教室，让整间课

室充满中国画特色的艺术氛围。 

探索议题一：中国画题材和形式分别有哪些？

课前学生进入教室，

像参观画展一般观察

墙上的画作。分小组

对议题进行讨论

沉浸式

课堂体

验

任务

分解

导入：使用一段水墨视频，一滴墨，从无形到有型。勾勒

出日常生活中的人、物、事，引导学生感受中国画的意境

和独特的韵味。

中国画历史源远流长，至今已有七千年历史。如果说中国

传统文化是肥沃的土壤，那么中国人物画就像是生长在这

片土壤上的一棵树，古代人物画就是这棵树扎实的根基、

现代人物画就是向上生长的枝干、同学们的创作就是繁茂

的叶和灿烂的花朵。今天，我们一起来领略这棵“人物画”

大树的风采。

出示主题：毛笔下，我们的样子

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人物画也有它形成发展的根基。

探索议题二：1. 你认为中国古代人物画的起源是在什么

时候？

2. 在哪些地方可以找到绘画的影子？

此时，中国艺术逐渐形成了自己趣味世界和伟大传统。因

此，艺术这些综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古代人物画的“根”。

探索议题三：哪段时期可以说是中国人物绘画的“干”？

下面我们顺着大树主干来了解历史人物画。五个小组，每

小组负责一部分内容，对该朝代的人物画进行介绍并谈谈

自己的感受。

第一小组：

整体介绍，中国人物画是中国画体系中最早独立出来的绘画

题材。在战国时期形成，直至隋唐时期到达顶峰（课件展示）：

①人物画已趋成熟。顾恺之《女史箴图》《洛神赋图》。

②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人物画。内容分类：佛像画、经变

画等故事画。《鹿王本生图》《张汉潮统军出行图》等。

第二小组：

唐代，人物画名家灿若群星，成为中国人物画史上的高峰。

人物画走向多样化：阎立本《步辇图》、张萱《虢国夫人

游春图》；莫高窟壁画发展到鼎盛，墓室壁画兴盛：《反

弹琵琶图》。

探究议题四：对比赏析《簪花仕女图》与《泼墨仙人图》，

说说它们的异同。

第三小组：

五代两宋，是中国人物画史上最重要的时期。（课件展示）：

人物画：李公麟（白描画）、梁锴（减笔画）。

第四小组：

元代，风尚骤转，永乐宫壁画出现（课件展示）。

第五小组：

明清时期，文人画完全占领画坛，人物肖像画异军突起（课

件展示）：陈洪绶《西厢记》、曾鲸《张子卿像》

观看视频，并跟随

老师思考

根据课前老师分配

的任务，提前去查

找资料，同小组同

学间交流人物画在

每个时代的特点，

分析其艺术风格的

差异和原因。

从汇报之中掌握鉴

赏专业词汇的运用

用树的

形象引

入，以

便于学

生按顺

序理解

引导学

生了解

人物画

发展主

线。

对比分

析

分别用

两幅代

表作品

来加深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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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分解

探索议题五：说说你对人物画的理解，如表现题材、绘画风格、

包含寓意、画面效果等。

总结：

拥有慧智心灵的中国古代画家独抒己意，创造出别具一格的作品，

在我国绘画史上熠熠生辉，撰写出瑰丽的美术篇章。下面让我们

来一同欣赏两张中国现当代人物绘画，领会它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1. 蒋兆和《流民图》

我们今天看《流民图》，看蒋先生笔下写实主义画作，既是在品

味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人文关怀、怜悯与同情之心，也是同时

铭记我们先辈们那一段屈辱与抗争的历史。

2. 合作作品《荆楚长歌——庚子武汉战“疫”纪》

2020 年新时代，中国人从此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了。跨

越了 70 多年的时代变革，今时，我们面对疫情，中国人民团结一心，

众志成城面对困难攻克难关，携手谱写出了中国精神的力量。

中国美术学院徐默老师、盛天晔老师带领研究生团队绘制了巨幅

中国画，画面描绘身处疫区武汉的医务工作者、社会志愿者和普

通市民在最艰难的时刻，坚守、奉献、战斗的宏大场面。

作品的基调沉重，同时包含着某种激昂和奋进的情绪，中间的一

束光透着希望。这幅作品不仅描绘了战“疫”的瞬间，更是挖掘

了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所展现出的永恒而深刻的情感，传达了人

性光芒。

总结：

新冠疫情下，许多画家都为了伟大而平凡的医护人员而作画，是

一种歌颂，更是一种中国精神体现。一个时代一个事件一件艺术

作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

爱国主义。

学生讨论后回答，理

解什么是具有中国人

灵魂的人物画。

欣赏经典画作，感受

时代背景与精神

联系生活和实际，回

想疫情期间的生活，

和画面产生共鸣。

引 申 理 解

中 国 绘 画

与 社 会 生

活的联系。

升华主题、

提 炼 出 本

课 内 在 精

神， 实 现

以美育人。

情感

升华

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我们当代文

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

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

和底气。

活动

设计

创作题目：同桌的你 （与同桌互为模特作画）

材料：中国画材料

教师带领学生熟悉中国画材料，通过使用中国画工具，感受用笔

用墨。鼓励学生进行水墨实验。大胆创作，不必拘泥于形式，敢

于创新，将自己的情感挥洒纸上。

探索笔墨与宣纸的关

系，通过观察，捕捉

人面部的特征，以形

写神。

通 过 体 验

将 课 堂 知

识深化。

素养

评价

自我评价：

1. 列举出中国古代人物画家及绘画作品

2. 列举说明我国古代人物的特征？

3. 现当代人物画给你怎样的感受？你有何种启发？

同学互评：

1. 互相点评课堂创作

2. 说出彼此画面的优点

教师点评：

选出画面完整、有特点、有新意的作品，使用专业美术鉴赏的方

式进行点评。

每 一 个 时 代 有 每 一

个时代的绘画作品，

优 秀 的 美 术 作 品 总

是 蕴 涵 巨 大 的 精 神

价 值 和 视 觉 审 美，

我 们 要 体 会 文 化 和

艺 术 是 一 个 时 代 发

展的重要标识。

课后

延伸

以下任务二选一：

分组选取不同内容，找寻自己喜爱的画家，深入了解中国当代人

物画。

通过废物利用的方式自制道具，分小组对中国传统绘画长卷进行

演绎再现。

通过自己的爱好，增

加美术相关知识。

爱 好 者 的

课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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