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美术史教学论文(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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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美术史教学论文篇一

原始社会

一. 彩陶艺术

二. 代表类型:仰韶文化

.主要纹样:

1)动物纹:蛙 鸟 蛇 鱼等

2)植物纹:花 叶

3)几何纹:涡漩纹 垂幛纹 水波纹 同心圆

4)人物纹:人面鱼纹 舞蹈

.仰韶文化分期

早:半坡型 中:庙底沟型 晚:马家窑型

.特点: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统一 .风格:饱满 浑厚 活泼

二.黑陶艺术 .特点:质地精美 造型丰富 .代表类型:龙山文
化



三.玉器艺术 .代表类型:红山文化

四.雕塑 .表现对象:多为妇女和小孩,还有一部分动物.

五.原始绘画

1)彩陶绘画 2)岩画 .代表:内蒙阴山岩画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

3)地画 .代表:甘肃秦安大地湾

奴隶时代

总的纵向来看，以中原为例，夏至商代中期，纹饰以几何纹、
连珠纹为主。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的纹饰以饕餮纹(兽面纹)
和夔龙纹、凤鸟纹为主，并在主纹饰间充满云雷纹做地纹。
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多见大波曲纹和重环纹、窃曲纹，当这
些纹饰开始盛行时，云雷地纹就渐渐减少了。春秋中期至战
国多见蟠螭纹和雕刻的写实人物陆战纹饰。从饕餮纹到写实
人物纹饰的变化，可以看出由宗教的狂热向现实主义观念的
转变。当然这些纹饰的变化都是渐进的，与器物的造型变化
相对应。所以说，对青铜器的断代，最突出的就是造型和纹
饰，时代特征直观显见。

一.青 铜 器：主要类别:礼器：主要出土地:安阳；主要纹
样:饕餮

纹饰主要造型特点:三层重叠；主要风格:狞厉美

青铜器分期:

1.初期(殷商时期)代表:兽面乳钉纹方鼎

2.盛期（商后期至西周初期）代表：司母戊大方鼎

3.转折期（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代表：毛公壶



4.衰落期（春秋晚期至战国始）代表：立鹤方壶

二.建筑：二里头商废墟；湖北盘龙城----“前堂后室”

三.雕塑：三星堆铜人像

四.墓葬妇好墓

战国

一：建筑

主要体现于列国的都城1.东周王城洛邑2.燕下都3.秦国咸阳

主要特征：

1.有城墙，城墙厚大，城外有壕沟

2.宫城郭城齐备，郭城有市，手工业区

3.宫殿占据制高点

4.都城均依山傍水

5.普遍修有“凌阴

二.雕刻

未出现大型独立雕刻，主要是青铜器雕刻，泥木俑，漆木器
雕刻等

1.青铜雕刻 （1）拟形器（2）青铜附饰雕刻

2.俑



3.漆木雕刻：虎座凤鸟悬鼓、镇墓兽。

三.工艺

1.玉石工艺：平面化，制作精致

2.漆器工艺：大多以黑红为主调

3.青铜工艺：失蜡法--曾侯尊盘

4.织绣工艺

四.绘画与书法

2.书法

秦汉

一.建筑秦:阿房宫；汉:复道；未央宫。

三.工艺1.铜器；铜镜：昭明透光镜；铜灯：长信宫灯

2.玉器：金缕玉衣

3.漆器与织绣马王堆出土素纱禅衣

四.绘画

（1)帛画 汉 : 引魂升天图

2)画像石 画像砖

3)壁画：汉:洛阳卜千秋墓；内蒙和林格尔墓

五.书法



魏晋南北朝

历史背景

北.五胡十六国(北朝)

东汉末---三国----魏---晋----  ----隋  南.东晋-----
南朝(宋齐梁陈)

思想方面:儒家影响衰弱,老庄玄学兴起,佛教思想兴起.

一.人物画

画家:三国---曹不兴“曹家样”； 卫 协“巧密精思”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 《洛神赋图》风格：“春蚕
吐丝”陆探微 张僧繇“张家样”“画龙点睛”

北朝---杨子华；画论：六法论

二，山水画初步兴起。

三：佛教艺术：三大石窟

隋唐

一.人物画

隋代人物画：“魏晋遗风，巧密精致”

唐代人物画：初唐：中原画风---阎立本《步辇图》《历代帝
王图》

西域画风---尉迟乙僧



盛唐：“画圣”吴道子 “吴带当风”《送子天王图》

仕女画：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

周方《簪花仕女图》《纨扇仕女图》

晚唐：孙位《高逸图》

二.山水画

隋：展子虔《游春图》（青绿山水的开端）

唐：青绿山水：李思训《江帆楼阁图》；李昭道《明皇幸蜀
图》

水墨山水：王维《雪溪图》（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张藻“破墨法”(双管齐下）

王墨“泼墨法”

三.花鸟画

画马名家：曹霸； 韩干〈照夜白图〉〈牧马图〉

画牛名家：韩晃〈五牛图〉；戴嵩〈斗牛图〉

四.佛教壁画与雕刻

壁画：“经变”故事 ；“供养人”形象---〈张议潮出行图〉

雕刻：龙门石窟卢舍那佛

五.墓室壁画与雕刻



乾陵三大陪葬墓----李贤墓〈马球图〉〈客使图〉

永泰公主（李仙惠）墓〈宫女图〉

李重润墓

雕刻：浮雕--昭陵六骏

六.工艺 ；唐三彩；何家村遗宝

五代两宋

一.画院与院画

五代:第一个画院---西蜀；影响较大的---南唐(翰林书画院)

宋: 翰林图画院；院画的艺术特征: 院体画； 形似,格法

二.花鸟画：五代:黄家富贵,徐熙野逸

黄筌:富丽工巧《珍禽图》徐熙:《雪竹图》

北宋：黄居采《山鹧棘雀图》

变革者：赵昌《四喜图》崔白〈双喜图〉易元吉：善画猿

赵 佶：〈芙蓉锦鸡图〉“瘦金体”

笔墨游戏：文同〈墨竹图〉 ；苏轼〈木石图〉

南宋：李迪等等

三.山水画

五代：北派---荆浩〈匡庐图〉：关仝〈关山行旅图〉



南派---董源〈潇湘图〉： 巨然〈秋山问道图〉

北宋：李成〈晴峦萧寺图〉、〈读碑窠石图〉

范宽〈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

米 芾：米氏云山

郭 熙：〈早春图〉

青绿山水：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北宋山水特点：全景构图，客观描绘。

山水画论：郭熙，郭思〈林泉高致集〉

南宋：南宋四大家--李 唐

刘松年〈四景山水图卷〉

马 远〈踏歌图〉

夏 圭

南宋山水特点：一角半边，秀丽工致

四.人物画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周文矩〈重屏会棋图〉

宋： 李公麟：白描大师〈维摩诘图〉〈五马图〉〈临韦偃牧
放图〉（唯一着色作品）

梁 楷：“减笔”水墨人物画〈太白行吟图〉



法 常：

五.风俗画：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元代美术

一. 元代背景

二.文人画的兴起

1.苏轼：笔墨游戏，个人情趣

2.元初：赵孟頫：两点主张：1.“书画等同”《鹊华秋色图》

2.“复古” 《秋郊饮马图》；清幽 圆润 钱 选《山居图》

高克恭《云横秀岭图》

任仁发《二马图》

3.元四家------黄公望:浅绛风格 《富春山居图》

特色：1.明净疏朗 秀润清爽；2.线条与墨色之美；3.“笔愈
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

水墨风格 《九峰雪霁图》 特色：笔意简远

王 蒙:《青卞隐居图》 牛毛皴：构图回环重叠，结构繁复
“望之而郁然深秀”

吴 镇:《渔父图》 吴善用墨,以湿笔见长，粗头乱服，淋漓
浑厚，寄托自由不羁、归隐江湖的志向。

4.水墨花鸟：王冕《墨梅图》 柯九思《朝元图》



三.文人画的特点

四.永乐宫壁画：三清殿《朝元图》一、明代山水画派

明代

早期:院派:戴进边文进

中期：吴门派“吴门四家”代表人：沈周 庐山高图

文征明:粗文 细文

唐寅 秋风纨扇图巴蜀宫伎图

仇英 剑阁图

晚期:华亭派---董其昌 崇南抑北

二.花鸟画

水墨写意: 陈淳徐渭《墨葡萄图轴》

三.人物画版 画:陈洪绶 《水浒叶子》《西厢记--窥柬》

人物画:崔子忠云中玉女图

肖像画家:曾鲸“波臣画派”

清与近代

清代艺术

八大山人--朱耷

金陵八家---龚贤



扬州八怪

代表人：郑 板 桥 《兰竹图》

宫廷绘画--康熙南巡图郎士宁

界 画----袁江

仕女人物---改琦；费丹旭

木刻版画---安徽新安

工 艺：年 画---天津杨柳青；富丽吉祥；苏州桃花坞；清秀
精致

天津泥人张： 栩栩如生

建 筑: 故宫园林艺术

中国美术史教学论文篇二

摘 要 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美术史的研究也呈现出各
自的特点，而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美术研究要不断创新，美
术研究要中西融合，创造课题、新方向，从而促进美术的繁
荣发展。本文就中国美术史研究方面中西研究的异同进行比
较。

关键词 美术史 英雄情结 感性 科学 实证主义

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上，西方人讲究公正、科学、理性；中
国人讲究情理、道德、感性。于是，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



一、研究者的身份转换

中国文化（中）向来（就）有不分科的学术传统，这样在美
术研究上存在模糊现象，在美术创作上也有模糊现象，许多
美术作品惊人的相似。比如说：中国的佛教徒认为“抄写”
是一种美德，于是，在佛像作品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类似
的东西，或者说存在很多临摹名家作品的仿制品存在，于是，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人们要鉴别一幅美术作品是否为真品
显得尤为困难。

而在美术史的研究上，我国的研究者经常会变换自己的身份，
在美术家和美术史论家之间变换角色。有的美术史论家以前
是美术家，后来成为美术史论家，或是一人兼任美术史论家
和画家。有的以前是美术史论家，在经过长期的美术史的研
究后成为专业的美术家。比如说：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画家董
其昌，他既是画家，同时也是美术史论家，他提出的“南北
宗”论对中国画坛影响深远。到了21世纪，我们美术史的研
究上，研究者的身份依然是不断转换的，这就使得我国美术
史的研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这样不利于美术史
研究的创新。

二、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英雄情结”

“英雄情结”一词在中国人的眼中并不陌生，在许多古老的
神话传说中我们可以看见“英雄情结”的影子，而中国人也
普遍有“英雄情结”。由于中国人的“英雄情结”，思维模
式中的感性色彩，在研究美术史时很容易陷入“英雄情结”
的漩涡。而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容易将历史人物英雄化，在
研究某个著名的美术家时，很容易夸大其功勋，忽略其缺点。
而西方学者的研究则非常讲究公正、客观，喜欢在一个中立
客观的角度上去评价某个历史人物（和）或事件，其中的感
性因素较少。

而“英雄情结”带来的美术史研究方法的不同在于：中国美



术史的研究者往往是从神话传说开始的，有了神话传说之后
就有了皇家代表，然后再由此确立某某思想的正统地位，于
是就引出了各个时代的美术家和作品。而西方在研究中国美
术史时则是遵循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客观公正的讲述美术
史，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也相对较公正，美术史研究受到的政
府因素的影响较小，于是在研究中也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百
花齐放的现象，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就出现了，这种研究方
法也带来了美术史的现代繁荣，促进了美术史的创新发展。
而中国学者的`美术史研究陷入“英雄情结”的漩涡之后，很
容易带来“英雄崇拜”，于是就带来了美术作品的模仿，却
很少有模仿的精品出现。

三、美术史研究的学科影响

在美术史的研究上，不可能将美术史独立于孤岛上进行研究，
它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出来的美术历史，与经济、文化、
政治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在美术史的研究上要综合考虑多
方面的要素，要学会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来进行美术史的研
究。比如说，进行美术史研究时适当运用心理学、哲学、社
会学、考古学的思想。

西方在美术史的研究上要比中国进步很多，他们美术史的研
究非常重视理性、学科的界限和跨学科，他们喜欢将美术史
的研究与其他学科如心理学、考古学对比分析，从而得出更
为公正客观的结论。而实证主义的运用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上
也很常见。西方人喜欢从细致入微的事件出发，考察美术各
个方面的情况，从细节着手，从历史文化背景出发，探寻美
术史的发展。关注美术家的生活，关注他们各个方面的情况，
实地考察美术家在其所生活年代里各个方面的情况，从而客
观公正的评价美术家。西方的这种研究方法比中国的“英雄
情结”更为科学，他们能在研究美术史的过程中形成各种各
样的思潮，从而又由思潮带来美术史的繁荣，促进现代美术
的繁荣发展。



比如说，美国著名美术史论家高居翰是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元
老级人物，他的《中国绘画》、《中国古画索引》、《隔江
山色：元代绘画》等皆是从风格分析的角度研究中国绘画史
的经典书籍，在美术界享有盛誉。

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上，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最大的区别就
是：中国学者容易孤立地去看待问题，而西方学者则喜欢综
合各个学科的知识，从历史文化背景上去看问题，于是，两
者得出的结论也就有所不同。

四、结束语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美术要发展，必须要有情感，美术
家只有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情感才能感动人、吸引人。而在
美术史的研究上亦是如此，研究者要学会将西方思想融入到
研究上，探寻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新方法，既做到美术史研究
的实证精神，又体现出中国艺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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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中国美术史》后，我有了很深的感触，了解了祖国
灿烂、悠久的美术史。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古国，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中国传统美术源远流长，从远古



到今留下了丰富的艺术文明。

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在当时最为著名的艺术作品是秦始皇兵
马俑，秦始皇兵马俑有步兵，指挥部，浩洗荡荡的显示了秦
皇朝的军事力量，其布局严谨，形象逼真!在变化中有统一统
一中有变化!

魏晋南北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人们的思想没有寄托时刻，
印度的佛教从西部进入了中国于是在后续的文明历史有出现
了有关佛教文化的艺术作品：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
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焞煌莫高窟等，在魏晋南
北朝时期也出现了很多画家有书书法家，分别是陆探微、张
僧繇、顾恺之，王羲之，在绘画方面内容由于玄学的出现有
描绘自然风景的，有描绘时空的，有描绘神仙故事的等，在
技法上其三杰都做不同的贡献尤其是顾恺之首先提出了“传
神”的重要性，克服了前代的说教内容的缺点，扩大了题材
的多样性。

宋代时文人画的苗头开始探出苗头，其最著名的有风俗画作
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纵观关于形中国美术史发展中国画中对于山和水的描绘并不
是基于客观真实的.首先它没有光影效果,实际上就提出了画
面的客观立体感.其次,没有焦点透视,空间表现依靠主观的散
点透视和纯艺术的形式把握。在中国传统绘画教学中,临摹是
主要手段《芥子园画谱》便是把各种物体做了最为主观最为
抽象的概括,使之程式化和符号化,山石的皱法有荷叶皱,披麻
皱,斧劈皱等不同形式,树叶有“个”字点,圆叶点.都是具有
中国传统精神的符号系统.后人学习就从这些符号开始,在符
号系统内进行再创造.

关于色中国画没有应用科学的色彩分析法,讲究主观壅塞,大
多数就是单色黑白关系.但是这种黑白关系有着很强的新联诗,
“运墨而五色具 .”“五色”说法不一,或指焦、浓、重、淡、



清;或指浓、淡、干、湿、黑;也有加“白”,合称“六彩”的.
实际乃指墨色运用上的丰富变化。所谓墨分五色,即黑白关系
蕴藏着丰富而抽象的色彩关系.即使青山绿水画也是极为主观
的用色而非真实的用色.就连最为写实的工笔画也只是描绘物
象的固有色,而不是科学的光影环境色,从理论上说仍是主观
的. 墨彩中的清而有神.是由其它深浅不同的墨彩衬托出来的。

中国美术史教学论文篇四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
国之一、作为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之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
的发展源源流长。 美术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
是对生活的一种能动的审美的反映，美术史是对美术现象和
对具体美术作品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实的学术性研究，是各
个时代的审美意识和文化特征，所以应把握美术史发展的基
本规律。时代在变，同样美术史发展进程中审美观念也在变
化着。

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同样，有了
人，也变有了美术。我们的祖先在长久岁月的实践中，在改
变自然界的同时逐渐产生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审美能力和
美术创造能力。

在原始社会中，人类产生的是炙剩的生殖崇拜及生殖崇拜文
化这一思想内涵。从遗留下的位于新疆呼图壁县城西南的天
山山脉中的岩画可以看出：男像大多数清楚地显露出艺术夸
张的生殖器，女像则刻画得宽胸、细腰、肥臀，有的亦显示
出生殖器管，又有群列的小人，这些形象十分明白地表现出
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这和当时的饿自然条件、天灾人祸是
分不开的，是原始人类对审美观念的反映。

当历史跨过了石器时代、金石并用的时代，就迎来了金属时
代——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 青铜工艺美术是我国古代
美术史上的一大高潮。最能体现当时人们审美观念的是青铜



礼器——狮身人像，把人鬼神化，把人置于鬼怪的威严之下，
是在极端地贬抑人性的基础上高扬“神性”的，是当时社会
的、政治的、宗教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的反映。 历史在发
展，时代在进步，我国进入了封建社会。 由《人物龙凤帛
画》、《人物御龙帛画》可以看出我国时期人物肖像艺术成
就的一斑，楚国贵族妇女的基本特征和“楚王爱细腰”的审
美时风。

也可见这时不仅追求外部形貌的肖似，而且通过外部形貌的
描绘来揭示对象内在的东西，体现出了“形具而神生”的理
论。 三国及西晋时期的壁画，宣扬儒家思想的三皇五帝、忠
孝节义、祥瑞之类的题材仍占重要地位。以世俗生活为题材
体现新思潮、反映老庄思想与清谈玄学和佛教思想的绘画也
开始出现。曹不兴所画的佛像被称为“曹家样”，其风范被
弟子卫协发扬光大，从审美观的角度看，绘画从汉代古拙、
雄壮、阳刚之美转化为巧密、婉约、阴柔之美。也正是时代
精神、人们审美心理和审美态度转化的外化形式。到了南朝，
顾恺之提出了“传神写照”、“迁想妙得”的美术思想，把
中国绘画推向新的里程碑。 中国的早期佛教艺术具有阴深、
苦难、悲惨性的特色。

从本生故事《尸毗王本生图》《须大孥太子本生图》《鹿王
本生图》可以了解到，他们的主题思想是所谓的“忍辱牺
牲”无原则的“施舍”，其美学性格就是内容所表现出
的“崇高的苦难”和未失童真魅力的艺术形式。所反映的是
劳动群众在黑暗长夜对善和幸福的热情向往和执着追求。

到了唐代，佛教壁画在艺术上呈现焕然求各、光彩一新的景
象。由欢乐明亮代替了阴森血腥，从中可以看出这时的社会
现象、宗教思想与人们的愿望。

如《净土变》、《药师净土变》等壁画。 唐代已不把“清赢
示病之容”作为审美理想，而在“示病之容”的反面找到
了“丰腴华贵”，从张萱、周舫的倚罗人物画中，我们可以



看到，张萱画的妇女形象丰腴硕体，服饰艳丽，描绘的是盛
唐贵妇的欢乐情绪。如《武后从行图》周舫所画繁荣仕女具有
“衣纹劲简、色彩柔丽”“以本为体”的特点。如“簪花仕
女图》等。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到了宋代，文人画风出现，
中国绘画从原始时代到汉是个质朴、后拙、粗略的时代，魏
晋南北朝以后，绘画向精密、精确、华丽、逼真方面发展，
到了唐代达到一个高峰，宋代文人 画家在适应这种形式的要
求下，力求变革，强调主观感受在笔墨上的流露，都在“笔
墨情趣”中披露自己的心境，在技法上注重“写意”，所苏
轼认为绘画不是不要形似，而是认为形似并不是绘画的终极
目的，“写物之功在于传神”，只有神似才是绘画品评的最
高法则，苏轼非常重视构思，注重“意在笔先”以梅、兰、
竹、菊“四君子”为专门题材的绘画出现。

北宋的山水画以高山流水为主体，以中原画派为主流的院体
山水画形成，所反映的是重视生活，给予人们的审美感受宽
泛、丰满而不确定，到了南宋。画家们弃北宋以来的以主峰
为中心的高山急流式构图和细密繁复的笔墨，而创新为简单
化、单纯化的形式，创造出第二种艺术境界，诗意的追求和
细节真实同时并举，同时，对称走向均衡、空间更具有意义，
以少胜多、以虚代实、以白当黑、以一当十、以简化
繁••••••中国艺术的境界美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山
水画也随着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着变化。 元代，文人画的兴
起，促进了中国绘画的发展，使他们的表现技法更丰富多彩，
更富有浪漫精神，意境更为广阔、更加丰富，充实了中华民
族的文艺园地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强调了绘画的文学化，画
上题字作诗蔚然成风，强调诗书画意，构成审美观笔墨跟随
时代。代表人物为赵孟甫。 到了清末，海派绘画作品已具有
商品的性质，卖画几乎成为画家维持生活的基本手段，他们
生活在动荡不安、爱国主义思潮日益高涨的日子里，其作品
透露着不安、苦闷、愤怒与反抗的时代精神。在审美价值取
向上既不失文人画的优雅、含蓄的底蕴，又考虑到市民阶层
的欣赏水平，因而具有“特大写意”、“雅俗共赏”的时代
特征。如任百伯年等。 时光在流逝、事物在发展，中国的美



术史有着蓬勃的生机，随着历史的进程，时代的变革，人们
审美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也将日新月异!

中国美术史教学论文篇五

美术史是对美术现象和具体美术作品及与相关的历史事实的
学术性研究，概括各个时代的审美意识和文化特征，把握美
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数千年的历史，中国建立起了一座座宏
伟的美术史丰碑，如商周的青铜艺术、汉代的汉画和石雕、
晋唐的佛教艺术和人物画、宋元以后的文人画以及绚丽多姿
的民间艺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较科学的绘画史著作《历
代名画记》就出自于一千多年前的唐人张彦之手。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幅员辽阔的国家，各民族、各区域的人
文风俗、文化元素都有其民族和区域的特点，导致了文学、
艺术、美术作品有着不同的特征和风貌，使中国美术史册丰
富多彩而具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美术史作为高校美术专业的
必修课和高校公共选修课，如何扎实有效地进行教学，使美
术史在陶冶性情、提高人文素养、传承中国优秀文化和艺术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值得我们今天来认真探索和研究的
问题。合理组织美术史教学内容，提高思想认识，转变教学
观念，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建立教学合一的师生互动环境，
是使学生有效学习美术史和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有效途径。

一、中国美术史教学中应提高思想认识、转变教学观念

美术史教学长期不被重视的现状要改变，关键在于院校的办
学思想、教师的认识和学生的配合三方面的不足。我们要清
楚认识美术史教学，不仅仅是让学生了解历史，知道画家和
作品，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美术史，使学生了解艺术史，感
受艺术大师的经历、人格及其作品内涵，掌握不同时期、不
同人物、不同艺术风格的变化及发展，在传承和弘扬优秀艺
术文化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审美素质和艺术修养，拓展学生
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为学生今后



的美术创作、美术生活和美术发展提供丰富的艺术元素，提
高学生探索美、运用美、创造美的能力。美术史教师是美术
史教学的主导者，教师水平、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教
学质量的好坏，教师首先要正确认识学习美术史的重要意义。
要率先进入角色，要用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学习观去感染学
生，其次要用新办法、高学术、高水平去教导学生，美术史
教师要不断提升理论水平、史研学水平，同时要不断学习和
运用新的教学方法实施教学。再次，美术史教师要带头进行
艺术实践，把美术史论与现实的艺术创作和人文环境有机结
合起来，使理论联系实际，达到新的教学效果。

二、合理组织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内容

现在用的中国美术史教材都是以年代的顺序来编写的，教学
时都以年代的顺序来进行，这样不利于画风之间的有效比较
和学习，所以必须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把原始时代的美术、
商代的美术、西周春秋时期的美术、战国秦汉美术、魏晋南
北朝时期美术、隋唐美术、五代两宋时期的美术、元代美术、
明清美术和近代中国美术中按绘画、雕塑、陶器、建筑、民
间工艺六大类来集中安排教学。建议绘画类28学时、雕塑
类18学时、陶器类8学时、建筑类12学时、民间工艺6学时，
以上按种类来讲解美术史有系统性、比较性和适用性，有利
于每个时期的同一类美术的特性、风格、变化、影响和发展
有效比较讲解，使学生在比较中接受和消化，达到理想的教
学效果。

三、探索有效的中国美术史教学方法

随着艺术院校的发展和艺术人才的需求，对中国美术史教学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达到理想而完美的美术史教学效果，
提高中国美术史教育教学质量，必须探索有效的美术史教学
方法。首先需要构建教学合一的师生交流、互动的和谐学习
环境。我国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先生的责任在
教学生学”“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先生须一



面教一面学”。中心意思是要正确处理好教学中“教师主
导”与“学生主体”的`相互关系。教学过程是学生不断获取
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和本领的过程，也是学生身心不
断得到全面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理所当然地是
主体，也就是说，他们是学习的主人，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处
于组织者和教育者的地位。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必须以学
生主体作用的发挥为前提，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所
以教学要解决好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关系，不能教师只是
教，学生只是学，把学生看成客体或“容器”，教师只管自
己的意思而不顾学生的才能兴味，而是要善于同学生交流、
勾通、调动学生自觉自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综合
学习能力，教师一面讲，一面同学生交流，构建起师生交流、
互动的和谐学习环境，为教好美术史奠定基础。第二，改变
传统的一师教学为多师授课方式。在传统的美术史教学中，
很多都是一位老师负责完成全部教学。这样的弊端很多，存
在很多方面的单一性，一是教师风格个性的单一，二是知识
上的单一，三是教学形式上的单一，四是能力展示上的单一，
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缺乏教学的广泛性、生动性和
趣味性，所以美术史教学须由多位教师来完成。根据教师专
业的长处安排内容，如国画专业教师安排上绘画类，雕塑专
业的教师安排上雕塑、陶器类。把美术内容分类后，根据教
师的专长来授课，这样既能发挥教师的长处，又给学生全新
的感受，学生更能学到每个教师的长处，从而提高学生学习
积极性，提高学习效果。第三、美术史教学必须实行理论与
实践有机结合，不能只教理论，教师在认真指导学生学习史
论的同时，必须让学生真正掌握、运用与发展，使学生通过
学习达到全面提高。一方面教师在教美术史绘画类时，可一
边讲解理论，一边展示古今优秀作品，并演示传统而精华的
绘画技巧。另一方面教师在课堂讲解史论后，要安排部分课
外实践，带学生参观和观摩，实地感受中国美术史的博大，
如著名的建筑、四川乐山石雕、河南龙门石雕、展览馆藏品
陶器等。通过教师讲授、演示，学生实地感受学习，使美术
史教学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达到完美的教学效果。



四、建立多元化对学生学习中国美术史的评价方式

多元化的对学生学习中国美术史进行有效评价是促进学生学
习积极性、主动性的有效方法，同时也是推进教师不断改进
美术史课程设计和教学过程的动力。具体评价方式有：一是
建立美术史理论考核方式，以掌握理论知识为主，进行试卷
测试。二是建立实践考核方式，以学习实践美术史中美术作
品、实物为题，进行观摩考核。三是建立讨论交流的考核方
式，采用课堂上组织学生之间主动进行讨论、交流，教师现
场评价。四是建立学生个性发展与今后发展的考核方式，学
生通过学习美术史，对自己的个性影响和今后发展的思考，
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思路和目标，而这个目标每个学生都有差
异，教师掌握鼓励考评学生这个环节很关键，对学生今后的
学习发展有着较深的影响。通过以上多元化考核，学生的学
习、思考、参与的效果和个性以及今后发展思路得到了有效
展示和表现，促进了学生有效学习，从而达到有效的教学效
果。

总之，中国的美术史在不断发掘和发展，中国美术史教学要
不断改进，教育工作者在美术史教学中要提高思想认识、转
变教学观念，合理组织安排美术史的教学内容，不断探索有
效的美术史教学方法，建立多元化有效的学习美术史的评价
方式;让美术史教学在艺术院校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