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绘画艺术鉴赏”的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名称 中国绘画艺术鉴赏

课程名称 艺术品鉴 教学对象 文秘专业大三学生

课时数 8学时 授课教师 黄馨慧

一、教学前期分析

（一）教学内容分析

通过绘画的线条、形体、色彩、明暗、笔触等，了解其艺术语言的特点；并结合

国画作品的赏析，提高对作为绘画本质特征的理解，特别是加深对国画优秀传统的认

识；学会初步运用欣赏绘画艺术的一般方法，欣赏具体的绘画作品。

（二）学习者认知分析

 文秘专业大三学生，前期有人文修养概论和文学鉴赏等先修课程的知识铺

垫，有一定的人文艺术鉴赏能力和基础知识，且经过大学两年的学习， 具有一定的

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能力。但鉴赏知识和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特别是绘画艺

术鉴赏知识相对匮乏，部分学生可能兴趣不大。

二、教学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 知识与技能

①了解中国绘画的审美特征，理解其主要形式要素的特点。 

②了解中国古代人物画的主要成就及其审美特征，并学会赏析中国古代人物画作

品。 

③了解中国古代山水画的主要成就及其审美特征，并学会赏析中国古代山水

画作品。 

④了解中国古代花鸟画的主要成就及其审美特征， 并学会赏析中国古代花鸟画

作品。 

2.过程与方法

通过对中国古代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及中国现代绘画的感受、分析，体认到

中国绘画的审美特征，在结合相应的美术作品的赏析过程中，体会到中国绘

画的发展及成就。并能进一步认识和感受中国绘画艺术在题材内容、表现形式，

审美取向等的美学特征。 

3.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培养学生热爱中国绘画艺术作品，深刻而准确地理解中国绘画艺术作品的情感；



培养学生尊重传统，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价值取向。

三、教学重、难点及解决措施

教学重点：

1、 理解中国古代绘画的审美特征。          2、绘画作品的鉴赏方面及

程序。

         

教学难点

学生对各门类画种的形式、审美特征及笔墨技法的了解认识有限，影响对绘画作

品分析的深入。       

解决措施：

建议多出示不同类型作品进行比照分析，使学生在实际观察比照中，认识书法的

不同形式特征和笔墨技法的差异。 

四、教学方式选择与设计

在设计本课教学时，特别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在进行绘画形式特征学

习的同时，通过感受、分析、理解使学生掌握绘画的审美特征和其所属的文化特征；

然后，举一反三地运用已获得的知识，独立分析、感受、理解同类绘画作品，引导学

生对绘画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的整体把握，体会绘画形式要素在作品表现中的作用；

特别强调运用已学过的知识和技法，鼓励、启发学生将学过的知识灵活运用，解决实

际问题。 

创设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形成民主的学习氛围。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要注

意保护学生审美感受的个性差异，使学生乐于表达感受。师生间的融洽关系，有助于

教学效果的改善与提升。

教学思路： 通过中国绘画艺术欣赏-→探讨中国绘画的审美特征-→讲解其主要

形式要素的特点→激发思考和自主学习-→小组分工-→收集资料-→选择、分析-→编

撰报告-→口头汇报专题-→评鉴。

五、教学内容



①中国绘画的审美特征，理解其主要形式要素的特点。 

②中国古代人物画的主要成就及其审美特征，并学会赏析中国古代人物画作品。 

③中国古代山水画的主要成就及其审美特征，并学会赏析中国古代山水

画作品。 

④中国古代花鸟画的主要成就及其审美特征， 并学会赏析中国古代花鸟画作

品。 

五、教学环境及资源准备

1、以多媒体教学形式为主，理论讲授与观摩教学光盘，图片相结合，边看边分析，

并提问，启发，开拓学生思维，以此为辅助教育方法，使学生从思想认识上真正掌握

最实际的内容。另外，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建立学生可以通过百度、雅虎等搜索工具

寻找与课程内容相关联的知识信息，扩充知识面，增强对该课程的兴趣。因此，需要

多媒体设备，大量展示大师经典作品和优秀作业，并要求投影仪应达到一定的精度，

以保证所播放图像的最佳效果。

2、按照教学设计，带领学生参观校外多个展馆之展览，开阔眼界，提升学生审美能

力和艺术鉴赏力。因此需要学校配备能容纳一定学生数量的专车，学校有这部分的经

费可以提供作为保证，学生的安全工作需要配备后勤安全人员作为保证。

六、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所用时间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媒体应用

温故知新

实验研究

体验学习
中国绘画艺

术作品欣赏
30分钟

教师播放视

频和图文介

绍引导学生

欣赏

学生观看作

品
多媒体

理论讲解

中国古代绘

画的审美特

征；绘画作

品的鉴赏方

面及程序。

65分钟
讲授+作品

剖析 
学生听课 多媒体

联系实际

学生分组自

选作品鉴

赏，从品鉴

的流程拆分

小任务，协

作完成鉴赏

汇报演示文

45分钟

教师引导学

生，把实际

鉴赏流程串

联起来

学生为主

体，教中

学，学中做

多媒体



稿并在全班

分析汇报

拓展学习
参观广州美

术馆
90分钟 教师组织 学生参与

归纳总结
小结本专题

的学习要点
30分钟

通过教学、

参观心得、

作品展示巩

固本专题的

学习要点

学生反馈教

学效果
多媒体

七、教学流程（以下是举例）

八、教学评价设计

本课程分为两个学习项目部分，采取教师评分、学生互评和学生自评三个层次进

行共同综合评价的方式。评价采取形成性考核和过程性考核相结合的原则，拓展

考核空间。

具体如下：

课程评价所占权重分配表

学习项目评价表

考勤 项目完成情况 综合素质 学生自评 学生互评 合计

20% 40% 20% 10% 10% 100%

过程评价内容：

（1） 出勤：以学校相关制度为准

（2）课堂参与，主动提问，并积极回答问题和参与讨论；

形成性评价（60%） 终结性评价（40%）

学习项目 1 学习项目 2 作业

汇报

过程

报告

作业

展示

30% 30% 10% 20% 10%

布置主题

1确立教学

主题 2细化

教学项目

自主学习

1、收集优秀

作品 2、自主

评价作品 3、

小组讨论作品

经典引导

1、理论讲解介

绍 2、经典作

品评析 3、同

类作品比较

2、

校外参

观，形成

汇报心得

知识总结

1、学生案例类

比 2、小组讨

论总结 3、课

堂作品总结



（3）口头表述：对老师提出问题的解答；

（4）搜集资料的能力；

（5）作业完成质量及数量。

形成性评价内容：

（1）作业创意过程记录本

（2）作品展示效果；

（3）作品汇报会效果。

九、教学反思

在教学过程中，应立足于加强学生实际接受能力的培养，采用项目教学，以工作任务引

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成就动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和学生分组展示、讨

论互动，学生提问与教师解答、指导有机结合，让学生在“教”与“学”过程中，提高审美

能力、沟通能力、责任心、团队精神。同时，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提升职业素

养，提高职业道德。

我们老师首先要从教学目标的制定上下功夫，教学目标是预期的学生学习结

果，老师要利用目标指导教学过程中各种技术的选择与应用，指导教学结果的测量与

评价，指引学生学习。分类分层次教学应结合艺术鉴赏课程标准和教学设计的要求与

学生差异，不同的地区设定不同的目标。老师是课堂教学的主导，分类教学能否使因

材施教成为可能，能否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虽然教师面对同一班级教学对象的压

力大大缓解了，但不同区域层次、不同班级的学生出现也要求老师改变过去那种同教

学目的、同一重点难点、同一评判标准的教学模式，教师应在因材施教上狠下功夫，

导学要做到精讲、对路、有启发、尽量把“教”的活动变为学生“学”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