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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绘画大师们在特定的环境与心境下创作的一幅幅作品,或色彩斑斓,或色调阴沉；或结构奇特,或中规中矩。对于这些不同风格的

绘画作品,我们应该积极引导学生去进行内涵式解读,了解画家的生活境况和心境,探究作品创作的文化历史背景,领悟名画高超独特的艺术手法,

从而不断丰富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和表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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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绘画用光和色表现物象,现代绘画中的表现主义所关心的是个人

内在情感及精神的表达,笔者认为,要着重指导学生对西方绘画进行内涵

式解读,多维度理解大师的心路历程和艺术表现倾向、作品的文化历史背

景、作品生成的突破性因素等情况。这样,学生对大师作品的临摹,才能知

行合一,形神兼备,从而不断丰富自己的人文底蕴,提高审美和创作能力。 

1 解读名画的历史背景内涵,拓展学生的知识广度 

社会大环境安定有利于画家创造,但有时为了生存,作品卖出去,对于

画家来说更重要。所以,以买家为推手,可以深入了解画家所适应的社会政

治、宗教文化需求,从而理解作品的时代表达。 

最后,可以用莫奈的《日出·印象》为例进行解读,进一步拓宽学生对

印象派绘画的知识,促进学生理解印象派在色彩运用上的突破。莫奈的《日

出·印象》是对印象派的理论和实践的拓展,他崇尚户外写生,在他的画面

中看不到非常明确的阴影,以及突显或平涂式的轮廓线。他用松动而真实

的色彩,表达了光影的魅力,色彩感极佳。 

2 解读画家的创作心境内涵,推进学生的理解深度 

画家的生活状况和心境,直接影响着作品的艺术风格和精神倾诉。因

而,引导学生理解画家的成长生活历程和心境背景,有利于他们更准确地

找到临摹的情绪切入点。比如,解读达芬奇,要让学生了解达芬奇少年时代

的生活对他创作的影响。达芬奇的童年是在祖父的田庄里度过的,乡村淳

朴的劳动场景,以及布满绿色的山谷、清亮的牧笛号角、天空翱翔的鸟儿、

教堂辽远的钟声,都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烙印,甚至在后来的

艰难岁月里常常回忆起这些美丽的场景和风景。因此,他在20岁时已有很

高的艺术造诣,这时的作品大都是表现大自然和现实生活的真、善、美。 

3 解读名画的的结构和技巧内涵,提高学生观察的敏锐度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能看得更远。大师的作品是人类审美经验的

结晶,在大师的作品中,我们能学到一点也会受益终身。学习多角度解读名

画的艺术技巧内涵,提高对大师表现手法把握的敏锐度, 对高中生来说,

是美术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历程。 

刚刚接触大师作品时,许多人认为塞尚的静物画《带高脚果盘的静物》,

形体结实,但形不准,色彩不统一,表现手法笨拙,没有注意虚实的变化和

前后的空间关系。事实上,塞尚认为静物只是一个媒介,是用来表现自然界

的媒介而已。在引导学生解读这个作品时,要让学生理解以下四点。首先,

形不准,这是塞尚有意为之。一个精准的椭圆形盘口,一个圆柱行的杯子,

一般美术生都能画出来,但随便画出来的实物与塞尚对大自然的随机处理

完全不匹配,因此,在他的画面中,为了让工业产品能融入画面,他主观调

整了形状。 

4 对名画进行内涵式临摹,提升学生的技能高度 

临摹大师作品,就是与大师对话沟通的过程。大师的作品里有最基本

的艺术原则、质朴无华的绘画语言、结实无误的表现技巧。因此,指导学

生进行内涵临摹,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绘画技能水平。 

我们还以印象派大师为例。马奈的绘画是开拓性的,他集合了文艺复

兴时期建立的焦点透视法、哥特式时期的样式法,他打破传统的焦点透视

法,在画面中不断尝试寻找焦点,又不断地把焦点在打散。在画面中,他不

断地把观者的视觉进行颠覆,让你一会感觉你在画面外赏画,一会又在从

画面中看画外万花筒一样的世界。他另外的伟大之处是让画面简洁化、平

面化。在他之前是中间灰画法,先刷底色,然后在上面一层层的薄罩,而他

推广了提香的直接画法,如《吹笛子的少年》,背景已直接弱化,完全平面

化,摈弃一切干扰因素,只为了突出少年。因此,在指导学生学习马奈的作

品时时,要重点帮助学生对马奈打散焦点、平面化的的内涵手法进行临摹。 

5 对大师作品进行内涵式借鉴,拓展学生的思想维度 

解读大师作品是为了自身的创作,因此学生只有提炼出大师作品的精

髓,并融入自身作品,才能形成自己的东西。有不少当代画家,都是从传统

作品中吸取大师精髓,最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如画家王奇寅,吸取传统

水墨画技巧,再加上自己独特方法,形成自己新水墨画画法。在教学中,引

导学生多方借鉴,可以让他们多维度吸取艺术手法,形成多维思考的艺术

习惯。当然,绘画的艺术风格和绘画大师太多,我们无法也无需让学生全部

学习,重点指导学生挑自己喜欢的一些大师和作品去学习融合,其他可以

大致了解。 

总之,去除学生肤浅临摹的不良习惯,引导他们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

大师作品的内涵,品味名画的意境,真正走进大师的世界,才能使美术教学

工作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才能为学生今后的艺术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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