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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美术生是否应具备美术鉴赏与
批评能力研究

熊  巧

西华师范大学，南充

摘  要｜当今艺术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多样的形式。有时甚至令人

感到费解，这似乎就需要美术鉴赏与批评来解救，而作为现代艺术群体之一

的高中专业美术生是否应该具备美术鉴赏与批评的能力，以此来面对现代多

变的艺术形式，还是在应试风的驱使下走应试美术路线以确保更好地进入更

高的艺术学府、再来学习具备一定的美术鉴赏与批评能力 ? 从美术鉴赏与批

评的定义、相互关系、以及当今高中学美术生美术鉴赏与批评的教学现状等

方面综合分析，讨论当今中学美术生是否应该具备美术鉴赏与批评能力及其

重要性等，提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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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美术鉴赏与美术批评

1.1  美术鉴赏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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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

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在这一句话里我们可能会有疑问，艺术家真

的能通过自己的工作创造出能够懂得艺术和欣赏艺术的大众吗 ? 这个答案就是

我们的美术鉴赏活动了。

“鉴赏”与“欣赏”只有一字之差，但鉴赏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欣赏，“美

术鉴赏是运用感知，经验对美术作品进行感受、体验、联想、分析和判断，以

此获得审美享受，并理解美术作品与美术现象的一种再创造活动”，而“欣赏”

则是指享受美好的事物，领略其中的趣味。因此，综合两者的关系，美术鉴赏

包含了美术鉴别与美术欣赏，美术欣赏不包含美术鉴别。美术鉴赏在受作品本

身特征规范的同时，也在激发鉴赏者自身的想象力，因此它的再创造性质在此

也得到了体现，艺术家也是通过创造的真、善、美来传递给大众审美的享受。

1.2  美术批评

“美术批评则是在美术鉴赏活动中的一种积极的探究方式，”对于美术作

品而言，“探究”指的是以一个鉴赏者的身份在自身所处的文化背景之下，以

自己的态度对作品进行的解读活动，在鉴赏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而达到对作

品的审美理解以及个人意义。长期以来有很多人把美术批评理解成为对美术作

品的批判与否定，这仅仅只是对美术批评字面上的一个错误的理解，而相反的，

美术批评指的是鉴赏者以自身的背景特点对美术作品进行有选择性的吸收与排

斥，“美术批评也是属于美术鉴赏活动中的一种具有客观性、社会性、科学性

以及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活动。”

1.3  美术鉴赏与美术批评的相互关系

“首先来说，美术鉴赏与美术批评都是个体对美术现象的审美关照，都是

主体精神性的审美实践活动。”其次，美术鉴赏与美术批评也存在着诸多的不

同点，较为明显的便是美术批评的对象要比美术鉴赏的对象宽泛很多，美术鉴

赏时常是以对作品来体验艺术家的艺术生命，而美术批评在除了体验艺术家的

艺术生命之外，还得把美术思潮、美术风格、美术历史等纳入批评研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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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维方式方面来说，美术鉴赏与美术批评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美术鉴

赏中的审美感知具有直接性、主观性与情感性的特点，相比较而言美术批评则

是要更具有理性、条理与逻辑性更清晰一些，批评者在通过对作品的感知获得

审美印象的同时还需要将该作品与社会、历史等相结合，最后再来做出一个合

理的判断。犹如对艺术家陈丹青的油画作品《西藏组画》的感受，很多人都较

为热爱这一组作品，被画面的气氛与画面塑造的形象所打动，但是对于这组作

品打动人的真正力量与意义的所在却没有多少人能够分析得出来，因为此刻的

他们作为一名普通的鉴赏者更重要的是获得那一份感动，这种感动的逻辑分析

且是不必要的东西。如果你站在批评家的角度来审视《西藏组画》则又是另外

一种情感，“画西藏题材的并不止陈丹青一个人，但是为什么说陈丹青 80 年代

的《西藏组画》把西藏题材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 细细品味他的画，他笔

下的藏民由载歌载舞的宣传符号转而变为一种深沉、厚重的文化载体，再有的

一点不同便是陈丹青所尝试的纯正油画语言，打破了在人们头脑中成为定势的

苏联式的绘画安排。他的作品引导了一个新的风潮，启示了表达我们民族的更

为内在和探索精神空间的一代画风。”像这样的一个评判，结合了当时的社会

背景、历史文化背景，评判是必然具有客观性、社会性和科学性的。

2  高中美术类学生是否应具备美术鉴赏与批评
能力

面对高中美术生是否应该具备美术鉴赏与批评能力的这个问题，存在着不

同的争议，一些人认为：作为一名中学生就应该以应试高考为目的，应该朝着

自己的大学目标而挺进，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以应试风格为主，待进入更高

的一个艺术阶层再进行自身的美术鉴赏与批评能力的培养与深化，学自己所想

学的东西。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作为一名专业的美术生，从来就应该具备一定

的美术鉴赏

2.1  当今高中美术生美术鉴赏与美术批评的教学现状

中学专业美术生作为艺术发展相对偏低的一个层面，也是艺术发展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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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阶段。据考察得出结论，高中学生多处于 15 至 18 岁之间，几乎是处于青

春期的中后期阶段，这一时期也是学生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

重要阶段，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之中我们的美术教育已经具备了陶冶审美情操、

理解美术文化、激发创新精神、增强实践能力、促进身心健康等基本课程性质。

在中学生中，初中生美术观念较为薄弱，几乎不具有鉴赏美术作品的能力，也

谈不上美术批评，而更多的便是美术欣赏能力的培养。相比之下高中美术生就

要好很多，他们能够具备一定的美术鉴赏与批评能力，但现在的高中美术生，

普遍以应试教育为主，其目的几乎只在于如何将学生送入高等学府之中，基本

闭塞了中学艺术生的美术鉴赏与美术批评的思想发展。

即使当今诸多中学高中美术生班级开设的有美术鉴赏课，但通常也都是以

教师讲授为主，学生便仅仅成了忠实的听众而已，且许多的教师对美术作品的

内容也只进行基本的介绍，作者的名字、作品的名字、创作年代、作品表达内

容的简单介绍等。当然也有教师会对作品做详细的讲解，包括历史背景、表达

思想等，但是鲜有教师在课堂上让学生运用自己的感知经验来对美术作品进行

个人的见解评论，因此，鉴赏课便成了欣赏课，批评也无从挂边。

2.2  高中美术生的美术鉴赏与批评能力不可或缺

随着教育部在高中新课程改革中把美术鉴赏列为高中美术教学模块中的必

修课程，高中美术鉴赏课开始在各个学校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但是在长期的

教学过程中，却大都是以美术作品的随堂欣赏为特点来进行美术鉴赏教学，使

美术鉴赏教学停于表面，忽视美术批评的能力。笔者以为，中学美术教育中，

美术鉴赏与批评能力的培养不可或缺，它与高考应试并不冲突，且可以有区别

地加以吸收。《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中指出：“通过美术鉴赏模块的学习，

学生能够：（1）积极参与美术鉴赏活动。（2）懂得美术鉴赏的基本方法，恰

当使用美术术语，以自己的观点采用一种或多种方法描述、分析、解释和评价

艺术作品。（3）运用多种方法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收集美术的有关信息。（4）

知道中外美术的主要风格、流派，描述中外美术发展的大体脉络。（5）理解美

术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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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术鉴赏的成就标准中不难得出结论，美术鉴赏也注重学生批判性思维、

批评能力的培养。比如《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中成就标准的第二点“懂得

美术鉴赏的基本方法……解释和评价艺术作品”便是强调对美术作品和现象进

行评价，达到开展美术批评的目的。美术鉴赏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它在

无形之中对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进行培养。但是这种能力的培养却是一个缓

慢的且易稍纵即逝的过程。因此它需要一个帮助，美术批评便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美国学者沃尔夫与吉伊根曾经说过：“艺术批评应该是对艺术作品的一种和谐的、

令人愉快的、思想上无拘无束的、无偏见的探索，其目的在于加深对艺术作品

中美的理解和自我实现。”美术批评让学生在鉴赏过程中放飞自我、实现自我，

表达自我对艺术作品的独有情感与理解，同时给予了学生在鉴赏教学中的动力

与敏感。

3  结语

美术鉴赏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但这种

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它缺少不了美术批评的帮助，因此有了

美术鉴赏就应该得有美术批评，才能够在完全意义上发挥美术鉴赏与批评的作

用。以应试为主的中学美术生应该有这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的培养。

莎士比亚曾言：“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嘲其实美术鉴

赏与批评活动亦是如此，面对同一件艺术品，每个学生都会有不同的心理活动，

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独到感受，保存这一份感受，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创

作中去，充分发挥自己那份创造力与创造性思维。美术鉴赏与批评能力的培养

在高中美术生教学中有积极的一面，面对当今多元化的社会美术鉴赏与批评让

我们学会审视艺术从而更加充分地面对当今图像化的时代。不过问题也是依然

存在的，在美术鉴赏与批评的教学里面如何更好的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以一

种积极的态度对艺术作品进行评价与分析；如何让我们的美术教师明确美术鉴

赏与批评教学的重要性，它对学生以后的发展又有多大的影响 ? 在美术鉴赏中

如何去融入美术批评等，这些都将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48·
高中美术生是否应具备美术鉴赏与批评能力研究 2021 年 4 月

第 3 卷第 2 期

https://doi.org/10.35534/fav.0302007c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fav

参考文献

［1］易建芳美术鉴赏与批评［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0．

［2］宋琼关于高中美术鉴赏教学与美术批评的思考［J］．大众文艺，2010，（4）

［3］［美］沃尔夫·吉伊根艺术批评与艺术教育［M］．滑达明，译．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

［4］张向荣．美术鉴赏教学与艺术批评［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9）．

Research on Whether High School Art Students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of Art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Xiong Qiao

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Abstract: Today’s art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postmodernism, showing a variety 

of forms. Sometimes it is even puzzling, which seems to need art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to rescue. As one of the modern art groups, should senior high 

school art students have the ability of art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so as 

to face the modern and changeable art forms, or should they take the exam 

oriented art route driven by the exam oriented trend, so as to better enter a 

higher art university and study again Have a certain ability of art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From the definition of art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rt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teaching of high school art stud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whether high 

school art students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of art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and 

its importance, and puts forward some opinions.

Key words: Middle school art students; Art appreciation; Art critic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