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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美术教学中传统意象绘画教学对策研究
白小娟

清涧县昆山中学，陕西省榆林市，719000；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初中美术教学正逐步从单一技能培训向综合素质教育转变。传统意

象绘画作为我国美术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更在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感、提升

想象力及创造性思维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将传统意象绘画引入初中美术教学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

扬，也是对现代教育理念的创新及实践。本文将对初中美术教学中传统意象绘画的教学对策进行深入探讨，

以期为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具有美术素养的学生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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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初中美术教学中，传统意象绘画作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教育价

值。但是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传统意象绘画教学尚

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并且教学方法也有待创新与完善。

所以研究初中美术教学中传统意象绘画教学的对策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传统意象绘画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注重意境的营造，传统意象绘画强

调通过画面传达一种深远的意境不是仅仅对客观事

物的如实描绘。画家常常借助山水、花鸟等自然元素

并且运用虚实相生、疏密得当的构图手法营造出一种

令人遐想的氛围，使观者在欣赏作品时能够感受到画

家所表达的情感与思想。第二个特点是强调主观情感

的表达，与西方写实绘画不同，传统意象绘画更注重

画家个人情感及主观感受的抒发。画家在创作时会将

自己的心境、志趣融入到作品中使作品具有强烈的个

性色彩。这种主观情感的表达并非随意而为，而是在

对客观事物深刻观察与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升华。第

三个特点是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传统意象绘画往往

与诗词、书法、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相互融合，

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以及审美理

想。例如，文人画中常常体现出儒家的仁爱思想、道

家的无为思想以及禅宗的顿悟思想使作品具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
[1]
。

3传统意象绘画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实践意义

3.1 有利于青春期学生通过美术宣泄情感

青春期是学生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在这个

阶段往往会经历各种情绪波动与心理压力。美术是一

种非语言的表达方式，它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宣泄情

感的渠道。传统意象绘画注重主观情感的表达，学生

可以通过画笔自由地抒发内心的喜怒哀乐从而缓解

压力并且保持心理健康。例如，在面对学习上的挫折

时学生可以借鉴传统意象绘画中豪放洒脱的笔墨风

格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情绪，将其内心的苦闷转化为艺

术创作的动力。同时在欣赏传统意象绘画作品时学生

也能够从画家的情感表达中找到共鸣，从而获得情感

上的慰藉与支持。

3.2 能够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其一是能够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传统意象绘画

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它的意境的营造、笔墨的运用

以及色彩的搭配都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通过

学习传统意象绘画学生能够学会欣赏作品中的形式

美、意境美与文化美，从而提高自身的审美水平以及

培养敏锐的审美感知能力。其二是可以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传统意象绘画强调主观创造以及个性表达并

且鼓励画家在遵循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习传统意象绘画的创作方法

与思维方式，它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

让他们学会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并且大胆地表达

自己的想法与见解。紧接着是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传统意象绘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它承载着中华

民族的精神追求及文化基因。通过学习传统意象绘画

学生能够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记忆魅力并

且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从而树立文

化自信以及自觉地传承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随

后是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传统意象绘画不仅是一种

艺术形式，它还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与道德观念。

在欣赏与创作传统意象绘画的过程中学生能够接触

到古人的智慧与思想并且领悟到仁爱、和谐、包容等

人文价值，从而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以及培养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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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品质及社会责任感
[2]
。

4 初中美术教学中传统意象绘画教学策略

4.1 重意轻形经典作品提升想象力

（1）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欣赏重意轻形的

经典传统意象绘画作品，如八大山人的花鸟画。八大

山人的作品常常以简洁的构图与夸张的造型表达深

刻的情感及思想，通过对这类作品的分析让学生理解

画家如何通过“意”的表达来传达内心的感受从而打

破学生对形似的固有认知，提升他们的想象力。例如，

在欣赏八大山人的《孤禽图》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关

注画面中那只孤独的鸟，它的造型奇特，眼神中透露

出一种孤寂与悲愤。让学生思考画家为何以这样的方

式来描绘这只鸟，它所传达的“意”是什么。通过这

样的引导学生能够逐渐领悟到传统意象绘画中“意”

的重要性进而激发自己的想象力，从而使学生能够尝

试以独特的视角去理解以及创作艺术作品。

（2）在初中美术教学中教师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重意轻形的传统意象绘画经典作品能够激发学生的

想象力。例如，八大山人的作品常常以简洁的构图与

夸张的形象表达内心的情感。在欣赏其作品《孤禽图》

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画面中那只单脚独立、白眼向

天的孤鸟，让学生思考画家通过这样的形象想要传达

怎样的心境。教师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展开

想象，比如“这只鸟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姿态？它可能

经历了什么？”通过对作品的深入解读，学生能够体

会到画家不拘泥于形似而是通过独特的形象表达深

层情感空思想的创作手法。同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

行临摹或创意改编经典作品的活动。在临摹过程中学

生能够更近距离地感受画家的用笔、用墨与构图进而

理解其中的“意”。创意改编则可以鼓励学生在保留

原作“意”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想象与创新从而培养

学生的创造力及想象力。

4.2 深挖意向，运用多媒体提升思维能力

传统意象绘画中的意象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与象征意义。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意象

教师需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历史以及哲学背景。

例如，在讲解“梅兰竹菊”四君子题材的绘画时教师

不仅要让学生欣赏画作中梅的傲雪凌霜、兰的清幽高

雅、竹的高风亮节、菊的隐逸淡泊，还要向学生介绍

中国传统文化中赋予它们的品德象征意义以及这些

象征意义在文学、诗歌中的体现。还有，教师可以利

用视频、动画等形式展示画家的创作过程，让学生了

解画家如何从观察生活到构思意象再到落笔成画。还

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示同一题材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

画家笔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引导学生分析其中的异同

并且思考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从而培养学生的比较、

分析及综合思维能力
[3]
。

4.3 从学生身心特征出发开展教学，尊重美术教学

规律

（1）根据初中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与认知水平

设计合适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活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要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采用生动有趣的教

学语言与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例如对于初一学生，

教师可以从简单的意象元素入手，如花卉、动物等让

他们逐步掌握意象绘画的基本表现方法。对于初二、

初三学生，教师则可以适当增加教学难度引导他们进

行更复杂的主题创作。同时要尊重美术教学的规律，

教师要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进行实践与练习让他们

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绘画技能。

（2）初中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他

们具有较强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但他们的抽象思维能

力及审美水平相对有限。所以在传统意象绘画教学中

教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身心特征，然后采用适合他们

的教学方法与内容。其一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从简

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逐步递进。比如，先从一些

形象较为鲜明、寓意较为直观的意象绘画作品入手，

如民间年画中的吉祥图案。让学生感受其中的美好寓

意以及喜庆氛围，随着学生理解能力的提高再逐渐引

入更具深度与内涵的作品。其二在教学方法上，教师

要注重趣味性与互动性。采用游戏、竞赛等形式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例

如，开展“猜意象”的游戏，教师展示一幅意象绘画

作品的局部让学生猜测画面所表达的意象并且猜对

的学生给予奖励。同时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差异及

审美偏好，鼓励学生在学习传统意象绘画的基础上发

挥自己的创意与个性并且表达自己独特的感受与理

解。对于学生的作品教师要以鼓励与肯定为主，指出

不足之处时要注意方式方法从而保护学生的自尊心

及自信心
[4]
。

（3）传达赏析方法，培养美术素养

在初中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赏析能力是理解

传统意象绘画的基础，教师应向学生传授系统的赏析

方法帮助他们从多个角度欣赏与理解作品。其一教师

要引导学生观察画面的构图，传统意象绘画注重构图

的虚实相生、疏密得当通过巧妙的布局营造出独特的

氛围。例如，在欣赏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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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可以引导学生关注画面中大片的空白所营造出的

空灵、孤寂之感，以及那一小片垂钓者所在区域的紧

凑与集中体会画家通过构图所传达的意境。其二教师

要分析色彩的运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色彩具有象征

意义及情感表达功能。教师可以以王希孟的《千里江

山图》为例让学生感受青绿山水所展现的生机勃勃与

恢宏壮丽，从而理解色彩在表达画家对大自然赞美之

情中的作用。 紧接着是教师可以解读笔墨技法，笔

墨是传统意象绘画的灵魂，教师要让学生了解不同的

笔墨形态，如中锋、侧锋、逆锋等所产生的线条效果

以及干湿、浓淡、疏密的墨色变化所带来的韵味。如

齐白石的虾，通过简洁而富有变化的笔墨生动地表现

出虾的形态与神韵。随后是教师要体会作品的文化内

涵，每一幅传统意象绘画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教师应引导学生了解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哲学思

想以及审美观念。例如，八大山人的画作常以简约、

夸张的形象表达其对世事的悲愤与无奈，这与他所处

的时代与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4）借物抒情交流中提升艺术素养

第一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察生活中的自然物象，

让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作为情感表达的载体。

例如，有的学生可能会选择梅花，因为其坚韧耐寒的

品质；有的学生可能会选择竹子，因其挺拔正直的形

态。第二是教师要鼓励学生分享自己选择该物象的原

因与想要表达的情感。在交流过程中学生能够互相启

发，拓宽思维并且深入理解物象与情感之间的联系。

第三是教师引导学生学习传统意象绘画中借物抒情

的表现方法，比如如何通过物象的形态、姿态、色彩

等方面来传达情感。以郑燮的《竹石图》为例，画家

通过竹子的坚韧挺拔、竹叶的凌厉洒脱表达了自己坚

定的意志与不屈的精神。第四是让学生进行创作实践，

运用所学的借物抒情方法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所选

的物象中。在创作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指导

及鼓励并且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从而提高作品质量。

（5）情景交融实践中升华思想情感

情景交融是传统意象绘画追求的一种境界，在教

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创设情景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与

领悟这种境界从而升华思想情感。其一教师可以利用

多媒体手段，如播放与传统意象绘画相关的音乐、视

频等营造出特定的氛围及情境。例如，在欣赏元代黄

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时可以播放一段舒缓的古典音

乐，让学生在音乐的陪伴下仿佛置身于富春江边并且

感受山水的宁静与悠远。其二是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

行实地写生，带领学生走进自然让他们亲身感受大自

然的美好与变化在真实的情境中观察、思考以及创作。

例如，在春天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到公园写生让他们描

绘盛开的花朵、嫩绿的枝叶，在创作中体会自然之美

与内心情感的交融。紧接着还可以开展角色扮演活动，

让学生扮演画家，根据给定的情境进行创作构思与表

达。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画家在创

作时的心境及情感，提高他们的艺术感知能力
[5]
。

（6）融合绘画的意境内容，提高学生的审美能

力

教师要引导学生理解意境的概念与内涵，通过欣

赏经典作品让学生明白意境是画家通过描绘景物所

传达出的一种深远的、富有韵味的情感氛围。然后教

师要分析作品中意境的营造方法，如五代董源的《潇

湘图》，画家通过运用淡墨轻岚、平缓的山峦、流淌

的江水等元素营造出一种迷蒙、清幽的意境。接着教

师要鼓励学生在欣赏作品的基础上展开想象用文字

或语言描述自己所感受到的意境，这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想象力与审美感受力。随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在自己

的创作中尝试营造意境，教师可以给出一个主题如

“秋意”，让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与技巧通过构图、

色彩、笔墨等手段表现出自己心中的秋之意境。

5 总结

传统意象绘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

在初中美术教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我们通过

采用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如重意轻形、深挖意向、

选用合适教学法、关注学生身心特征、传授赏析方法、

开展交流活动、创设实践情境以及融合意境内容等可

以激发学生对传统意象绘画的兴趣与热爱并且提高

他们的美术素养以及审美能力，从而传承与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应不断探

索与创新为初中美术教学中传统意象绘画教学注入

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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