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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术鉴赏与批评是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一般的美术鉴赏与批评教学多以“满堂
灌式”的教师讲述为主，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需要在美术鉴赏与批评课程中引入“基于议题式”美术教学方法。研究结

果表明，在经验“基于议题式”美术鉴赏与批评教学实践后，学生激发了探究的兴趣，在理论知识、思维方式、学习方法、

批评技巧等方面得到一定的提高，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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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与依据
美术鉴赏与批评是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根据２００９年教育部颁布的《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要求，学生不仅要学会“从美学、

社会、文化角度对美术作品进行解读、比较、鉴赏与批评”，还要把“感性的审美体验与理性的批评意识

有机结合起来”，以“适应中小学美术教育的需要”。因此，美术鉴赏与批评教学既是运用感知、记忆、经

验、知识对美术作品进行感受、体验、分析和判断而获得审美享受和美术知识的过程［１］２７１，又是学生学会

理性批判、口头表达以及批评写作的过程。一般的美术鉴赏与批评教学多以“满堂灌式”的教师讲述为

主，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如何在美术鉴赏与批评教学过程中营造良好课堂氛围？如何激发学生探究

兴趣？如何促使学生学会美术批评思考方式，从而掌握美术批评技巧？面对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

究尝试在美术鉴赏与批评课程中运用“基于议题式”美术教学方法（ｉｓｓｕｅｓ－ｂａｓ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ａｒｔ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基于议题式”美术教学法的理论框架由 ＹｖｏｎｎｅＧａｕｄｅｌｉｕｓ教授和 ＰｅｇＳｐｅｉｒｓ教授（２００２）提
出［２］１－１８，其中的“议题”是指“社会文化议题”，主要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身份、身体、差异

和环境等广泛范畴。２００９年，笔者将其理论发展完善，并在我国进行本土化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具体来说，“基于议题式”美术教学法是指师生共同协商，籍由美术家、美术作品和美术现象之中介，结

合社会历史背景批判性讨论、评论真实社会生活中的“社会文化议题”，养成对人类文化、本土文化、自

我的批判性认识能力，培养学生宽容和开放态度，增强学生对社会、个体平等和自由的关注［３］１０７－１０８。

“基于议题式”美术鉴赏与批评教学是指依据教学内容中的“关键议题（ｋｅｙｉｓｓｕｅ）”选择合适的美术作
品，结合社会历史背景，以批判性视角讨论美术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涵，从而养成跨文化的美术批

评观。

“基于议题式”美术鉴赏与批评教学过程中，美术知识不仅仅是教学媒介，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与

社会、权力、话语、性别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价值倾向”，应该借助于美术作品所处的历

史文化背景来理解。美术鉴赏与批评的课程目标在于，批判性认识美术作品；培养学生对美术教育过程

中知识与权力关系进行反思；帮助学生“摆脱一切宣传、教义和操纵，并有能力知道和理解各种事实，有

能力评价各种替代性选择”，能作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决定”［４］２２９－２３０。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７２２
基金项目：２０１５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Ｈｎｊｇ２０１５－３６）；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１２ＹＢＢ０９７）
作者简介：周春花（１９７９－），女，湖南衡阳人，副教授，博士，硕导，主要从事美术教育研究。



第１２期 周春花：基于社会文化议题的美术鉴赏与批评教学实验研究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设计：单组后测设计与质性研究设计

图１　单组后测设计图式

本研究采用单组后测设计与质性研究设计。单组后测设计

中，选取美术学（教师教育）全体本科生作为被试，向学生提供近

一个学期的“基于议题式”美术鉴赏与批评教学后，使用自制的

调查问卷进行后测，来测量实验处理效果，具体图式如图１。
然后，对被试在实验处理后的美术鉴赏与批评表现进行质

性研究，以期对定量研究设计进行生动的补充和说明。与实验

参与者进行交谈，观察实验参与者的课堂表现，分析实验参与者

所作的美术批评小组发言，即对其创造的履行交流及表达功能

的物质媒介进行定性研究。

２．２　样本抽取
具体实验中，以集体抽样的方式，选取大三的美术教育本科专业学生作为研究样本。参加研究的被

试中，有效样本为７２人，其中男生２４名，占３３．３％，女生４８名，占６６．７％。

３　研究工具
３．１　教学设计
３．１．１　确立“关键议题（ｋｅｙｉｓｓｕｅ）”与美术作品

“关键议题（ｋｅｙｉｓｓｕｅ）”是一个能够引发人们思考的、反映一定价值观和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经验的
抽象概念。美术鉴赏与批评教学中关键议题的确定要以学生的需求、兴趣和教师的专长、兴趣为优先考

虑因素，还要考虑学校本土资源，最终目标是理解人类抽象文化经验、形成一定的价值观。然后，根据

“关键议题（ｋｅｙｉｓｓｕｅ）”选择相关教学材料、资源，以美术作品为主线，要求学生收集有关作品评论的文
章（专业人士、大众）、相关的视觉作品、作品创作表现材料、作品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其它学科资

料等。

３．１．２　组织探究活动（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探究活动（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是指组织适合的美术鉴赏与批评活动，比如感受、体验、分析、判断、探究美术

作品等方式。本研究中分３人一小组进行探究，学生根据教师提供的关键议题与教学媒介，随时反思美
术知识背后的价值观倾向，形成自己的观点，并制作 ｐｐｔ在课堂发表，时间１０～１５分钟，每个单元以美
术批评写作方式，完成对美术作品的理解。教师在学生探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回到关键议题，深化学习

的意义。

３．２　调查问卷
为了解“基于议题式”美术鉴赏与批评教学的效果，制定了一个调查问卷，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内容：学生对课堂教学效果的满意程度，包括“对课堂教学效果的综合评价”、“对课程的学习内容安排

与设计的评价”、“对上课形式的评价”、“对课堂气氛的评价”；学生对分小组基于议题式探究学习形式

的看法，包括“对分小组基于议题式探究学习方式的评价”、“对自己参与度的评价”、“对所属小组成员

合作精神的评价”、“对小组代表发言的评价”；学生对自己学习结果的看法，包括“对自己听课是否认真

的评价”、“对通过该课程所学到的知识面的评价”、“对学习结果的评价”、“对自己付出的努力与回报

匹配度的评价”；学生对课堂教学效果影响因素的看法，包括“影响出勤与学习情况的因素”、“影响课堂

教学效果的因素”。以上四个方面的调查内容均以单项选择或多项选择的方式呈现，最后以一个开放

式的问题让学生提出相关的建议。

４　研究结果
４．１　课堂教学效果的满意程度高

学生对课堂教学的综合评价以及课程内容安排方面认可率均达到９５．８％，对上课形式的认可率达
到９７．２％，对课堂气氛的认可率达到９５．８％。
４．２　学生对分小组“基于议题式”探究学习形式认可度比较高

５４．２％的学生对分小组“基于议题式”探究学习形式非常认同，认为分小组“基于议题式”探究学习
形式很好；５０．７％的学生全程参与探究过程；５８．３％的学生对所在小组的团队合作精神感到满意；７３．
６％的学生认为小组代表发言准备充分，有独到的见解。
４．３　学生对自己的学习结果感到满意

６７．１％的学生对自己的听课认真程度感到满意（表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５５．７％的学生认为自己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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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了相关理论知识，８０．０％的学生认为自己在思考方式方面得到了锻炼，５０％的学生认为自己在学习
方法方面取得了进步，３２．９％的学生认为自己提高了实际应用技巧（表２）；８０．６％的学生对自己的学习
结果感到满意（表３）；６１．１％的学生对自己付出的努力与回报匹配度感到满意（表４）。

表１　学生对自己听课认真程度的评价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Ｖａｌｉ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ｃ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非常满意 １１ １５．３ １５．７ １５．７

满意 ３６ ５０．０ ５１．４ ６７．１

一般 ２０ ２７．８ ２８．６ ９５．７

不满意 ３ ４．２ ４．３ １００．０

Ｔｏｔａｌ ７０ ９７．２ １００．０

Ｍｉｓｓｉｎｇ ９９ ２ ２．８

Ｔｏｔａｌ ７２ １００．０

表２　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评价（多项选择）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Ｖａｌｉ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ｃ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理论知识 ３９ ５４．２ ５５．７ １００．０

思考方式 ５６ ７７．８ ８０．０ １００．０

学习方法 ３５ ４８．６ ５０．０ １００．０

实际应用技巧 ２３ ３１．９ ３２．９ １００．０

什么都没学到 ６ ８．３ ８．６ １００．０

Ｍｉｓｓｉｎｇ ９９ ２ ２．８

表３　学生对自己的学习结果评价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Ｖａｌｉ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ｃ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非常满意 １６ ２２．２ ２２．２ ２２．２

满意 ４２ ５８．３ ５８．３ ８０．６

一般 ９ １２．５ １２．５ ９３．１

不满意 ５ ６．９ ６．９ １００．０

Ｔｏｔａｌ ７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表４　学生对自己付出的努力与回报匹配度的评价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Ｖａｌｉ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ｃ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非常满意 ５ ６．９ ６．９ ６．９

满意 ３９ ５４．２ ５４．２ ６１．１

一般 ２５ ３４．７ ３４．７ ９５．８

不满意 ３ ４．２ ４．２ １００．０

Ｔｏｔａｌ ７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４　学生认为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因素主要在于教师
６２．５％的学生认为教师的教学态度会影响课堂教学效果，６５．３％的学生认为教师的语言表达能力

会影响课堂教学效果，５６．９％的学生认为师生之间的互动会影响课堂教学效果。同时３７．５％的学生也
比较看重课程的重要程度对出勤和学习的动机影响。

４．５　学生对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其他建议有多方面
比如学生希望教学 ｐｐｔ上的文字再精简一些；希望上课时间短些，连续三节课时间太长，影响学习

效果，等等。

４．６　学生的美术批评能力得到提高
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随着对美术鉴赏与批评知识的不断深入了解，美术批评能力得到提高，学

习兴趣也越来越浓厚。比如Ｍ同学，在最初的学习中，有点敷衍了事，初期的美术批评写作只有短短几
句话，在小组“基于议题式”探究学习过程中，花费２个星期的时间为小组发言准备资料，对美术鉴赏与
批评的知识了解更深，对美术作品的思考更加深刻，明显进步了许多，他自己也反映学习兴趣有了很大

的提高。

５　结语
经过一学期的“基于议题式”美术鉴赏与批评教学实践，研究发现该课程激发了学生探究的兴趣，

学生在理论知识、思维方式、学习方法、批评技巧等方面得到一定的锻炼，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基于议题式”美术鉴赏与批评学习过程中，学生需要为专题探究准备资料，学会了收集与分析

资料，学会了用批评的眼光看待美术作品和现象。由此可见，在美术鉴赏与批评课程中运用“基于议题

式”教学方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能有效促进学生的批判性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的美

术鉴赏与批评能力。需要强调的是，教师应该要统观全局，不断调整探究策略，引导学生以跨文化的视

角进行美术鉴赏与批评，从而使“基于议题式”美术鉴赏与批评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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