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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美术欣赏课教学育人研究
焦佳玮

（天津市中山志成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中国 天津 300000）

摘要：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振兴发展的根本事业。在中职教育阶段，美术欣赏课也是增强职业学校学生艺术修养和审美素养的重

要方式，是学生深入理解民族文化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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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一堂美术欣赏课来达到育人的效果，并将思政元素

融入到专业课程教育的各个环节中去，需要教师进行思考。教师

要转变教学方式，让学生在美术欣赏课中，增强对美的感知能力，

实现课堂教学目标。故事也是一种教育资源，它的来源广泛，是

人类经验、价值观和知识的集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故事是一

种最容易被学生接受的知识传播形式，通俗易懂的故事内容能够

适应不同认知层次和审美水平的学生。将故事教学法运用到美术

欣赏课的教学中，可以系统性地展开知识教学，并提高教学的质量。

工艺美术是美术欣赏课重要组成部分，而瓷器又是工艺美术的一

颗明珠。以唐代的长沙窑瓷器为例，教师用故事教学法来讲述专

业知识，并融合思政元素进行课程设计，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潜

移默化的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来。

一、故事教学法在课堂实践中的意义

（一）激发中职生学习的兴趣

中职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基础具有较大差异，教师需要在教

学过程中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做出教学的调整和改革，

满足学生的文化学习的要求，又要兼顾学生的职业素养的培训，

帮助中职生树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职业教育的教学

的需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结合学生的兴

趣点展开教学。故事教学法具有独特的优势，它用简单生动的语

言将枯燥的专业知识变得有趣味性，易于被学生理解和接受。中

职学校美术欣赏课的课时相对偏少，并且学生对这门课程的重视

程度不足。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模

式，增强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充分参与到课堂教学中。

（二）提升中职生的审美能力

中职的美术欣赏课在职业教育中的担负着培养学生审美素养

的重要作用。故事教学法是实现目标的关键方式。教师利用故事

教学法让学生对课堂有憧憬和期待，确保美术欣赏课内容的选定

贴近学生的知识能力，培养学生对作品的感知能力、描述能力和

解读能力等，从而达到良好的教育作用，增强教学效果。

（三）实现美术欣赏与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

课程思政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的措施。课程思政要求教

师把所讲的专业知识从育人的角度进行提炼和整合，从学生的角

度出发，探索适合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相关思政元素，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立德树人不单体现在教育环节，它也

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大事，关系到党的事业的薪火相传，更是

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这项根本任务对学校尤其是

中职学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

在课程思政方面，美术欣赏课具有独特的教育优势。它的课程

内容就是以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美术作品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美

术作品为基础。它能够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拓展学生的美学知识，

增强学生的审美素养。作为教师，可以通过有效的融合形式和方式

手段，把长沙窑和民族的发展过程相联系，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不断完善学生的思想品德结构，把课程思政作为全课程育人的形式，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二、中职美术鉴赏课中利用故事教学法渗透思政元素的策略

（一）寻找故事切入点，将知识技能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机结合

图 1 长沙铜官窑烧制的“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题记碗

长沙窑是唐代瓷器，它始于唐代，终于五代。它开创了以中

国诗词和绘画装饰瓷器的先河，并首创釉下多彩工艺，转变了瓷

器的传统单一色调。学生需要在课堂学习中学会欣赏并鉴别长沙

窑瓷器，提升自身审美能力的同时，增强艺术素养。长沙窑也是

海上丝绸之路见证，它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直接战略

构想，更是沿途国家共同繁荣的有益路径，是中国梦与世界梦的

有机结合。在教学中，教师要将这些内容渗透到教学活动中，引

导学生深入学习长沙窑瓷器的特点。从长沙窑到一带一路战略规

划，专业知识和价值引领自然而然地体现在课程设计中，海上丝

绸之路连接了历史、现在以及未来。

（二）合理选择故事内容，融入多元教育主题

在中职美术教学课程中，教师可以为学生引出多种不同形式

的故事，故事内容要丰富翔实。对于中职生来说，他们拥有着强

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缺乏对基础知识学习的兴趣和耐心，这

就需要教师把教学内容进行整合提炼，选择适合中职生的课程设

计，这样就可以有效地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加深印象，在后续的

知识回顾阶段，能够深化对知识的理解。

比如说，教师引入一个故事：“1998 年的一个平常日子，印

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海域，勿里洞岛的一些渔民像往常一样潜入海底

采集海参。不过，这一次，渔民从 16 米深的海底打捞上来的却不

只是海参，而是一些浑身长满了海藻和珊瑚的瓷器。上岸后，他们

把这些瓷器卖给了一个古董商。让渔民感到意外的是，这个古董商

不仅很痛快的买下了瓷器，还开出了大价钱让渔民带他去发现宝藏

的地方。在渔民的带领下，这个古董商人带着专业的潜水设备来到

了发现瓷器的那片海域。在十七八米深的海底，他们发现了一艘唐

代的阿拉伯商人沉船静静地躺在了海底。因为沉船周围有一大片黑

色的礁石，所以它被称之为‘黑石号’。一个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

精彩奥秘，就此被打开。”教师用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在课堂教学开

篇就极大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提高了课堂效率。

沉船上发现的瓷器大多来自唐代的长沙窑，它用实物证实了

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存在着贸易往来。长沙窑的发现是一个过程，

有起因、经过和结果。学生在听到故事的开头时，就会好奇黑石

号沉船到底有着什么惊人的发现，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学生

会具有强烈的探究欲，从而认真倾听。教师可以利用故事教学法

的优势，把教学内容融入到故事中，实现良好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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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造生动的教学氛围

故事教学法的应用，有助于营造一个生动、活跃的教学氛围，

在传统的美术欣赏课中，教师大多数只是一味进行知识的讲解，没

有重视学生的参与，采用故事教学法，并播放相应的背景音乐，会

增强学生的投入度。生动的教学方法可以帮助教师在美术课堂上更

好的渗透思政育人元素。在美术欣赏课上，教师可以把长沙窑这个

知识点利用微课的方式进行讲解。在微课中，以黑石号沉船引出长

沙窑的概念，并利用视频的形式呈现出长沙窑的艺术特色。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四个角度分析：

首先，教师对长沙窑的诗歌装饰特点展开教学：以诗歌装饰

瓷器是长沙窑的特色，我们来看这件长沙窑青釉诗文盘，上面用

褐彩写有四句唐诗“鸟飞平无尽远，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

明月前溪后溪。”这是唐代诗人刘长卿的诗句。目前发现的长沙

窑瓷器中，能确认作者的很少，不到 1/10，绝大部分都是民间诗歌。

诗的内容反映了男女相爱、商业生活、游子思乡等唐代普通百姓

的思想、情感和生活情景，使后人看到了一个生活化的大唐。

图 2　长沙窑青釉诗文盘

其次，教师分析了瓷器的绘画艺术：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

装饰上，是长沙窑的另一大创造。绘画内容涉及花鸟、人物、动物、

山水、风景等等，题材丰富，色彩绚丽，生动简洁。长沙窑的很

多图案都是模印贴花烧制而成，融合了西亚阿拉伯风格的图案，

透露出了包容并肩的大唐风度。

再次，教师讲解长沙窑的釉彩：除了诗歌和绘画这些特色装饰

之外，釉下多彩工艺也是长沙窑最早呈现的。长沙窑有多种釉彩，

颜色以褐、绿为主，绚丽漂亮。所谓釉下彩，就是材料是直接画在

瓷胎上的，高温一次烧成。色料里面主要是铁、铜等金属，这些色

料在瓷胎上绘成图案或写成文字，在合适的温度下会呈现出褐、绿、

酱等颜色。釉下彩的出现，打破了唐代单色釉一统天下的局面，人

们由过去只重视瓷器的釉色美，转而关注彩绘装饰。形成了北方的

白瓷，南方的青瓷和长沙窑彩瓷三足鼎立的这么一种格局。

最后，教师从长沙窑的贸易领域展开讲解：在中国唐代，长

沙窑烧造的瓷器很畅销，除了供应国内市场以外，也通过海上丝

绸之路远销至日本，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家。随着唐代对外贸

易的不断扩大，长沙窑的外销瓷生产发展迅速。为了适应外贸的

需要，长沙窑烧造的瓷器开始出现胡人乐舞、舞狮图、葡萄、椰

林等带有西亚波斯风格的图案。长沙窑瓷器的外销，虽然要晚于

当时的邢窑越窑。但由于其产品能适应外国人的审美需求，因此

后来居上，成为中国外销瓷中的佼佼者。

图 3 中间的瓷器为长沙窑

在知识教学完成后，教师设置图片练习题，让学生回答：“通

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知道了什么是长沙窑，下面我们就来找一下，

图片中哪个瓷器是长沙窑？”“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图片，瓷器釉

色洁白光亮，绘有湛蓝的花纹；第二个瓷器是一个彩色的执壶，

釉彩以为褐、绿为主。第三个瓷器通体无彩绘，釉色散发出淡淡

的青色，简洁而又典雅。在这三个瓷器中，很明显第二个就是我

们刚刚讲到的长沙窑，它丰富的釉下彩工艺就是它标志的特色。”

教师的这种课堂提问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分辨长沙窑瓷器。

在基础知识教学完成后，教师通过图片展现了几种不同的瓷

器来让学生分辨出哪一个是长沙窑的作品，巩固了课堂效果。微

课中的动画效果，成功的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以更加直观的方式

辅助课堂教学，从而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学生在课堂学习中，

基本达到了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对唐代的长沙窑的特点、发展

情况有了大致的理解，提升了自身的审美认知，在这种认知背后，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认知和肯定，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灿烂文

化的一种传承。在课程思政的建设中，教师需要展开创新教学，

以新思维和新方法来解决课程思政发展中的问题。让中职生通过

美术欣赏课提高自己的艺术审美素养，做到育人润物无声。

（四）挖掘和提炼课程设计中所蕴含的思政思想元素

在以往的美术欣赏课堂教学中，许多教师经常忽视了将德育

思政元素渗透到美术中去。美术欣赏课不仅要有“知识目标”“能

力目标”，同时还要挖掘这堂课的思政元素，教师要明确“思政

目标”，使思政元素得以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出来。长沙窑是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最有力的见证，它证实了中国的长沙窑与世

界许多国家都存在着贸易交往，中国制造的标签在唐代就被长沙

窑带到了世界各地。它折射了整个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

辉煌。作为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可以深度剖析其中存在的

思政元素，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增强文化自信。与此同时，教

师需要引导学生将知识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与当今全球发展格

局结合起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国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

际环境，这就需要我们加强睦邻友好，深化和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

国家对课程思政的关注和实施，要求教师根据课程的教学目

标和内容要求，将知识和思政元素有机结合起来，将来有利于将

思政效果落到实处，教师要从细节点滴做起，不止教会学生了解

长沙窑的基本概念、学会从众多不同的瓷器中辨别出长沙窑的作

品，还要引导学生意识到长沙窑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代表，它

告诉我们要不断加强和周边国家的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加强双边

关系，通过共建让周边国家也能享受到中国发展的红利，实现人

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三、结语

教书和育人是我们教师的基本岗位职责。教书是课堂教学手

段，育人是最终教学目的。它们二者不是彼此互不相关的，而是

相互配合的。课程思政是将教书和育人这两部分紧密地、有效地

结合起来。作为中职美术教师，要做好教学改革，利用故事教学

法丰富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增强审美能力，并树

立正确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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