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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源自现象的经验和思想　　尹少淳　　在我的印象中，力加对现象学饶有兴趣，言谈之中也多有
流露。
众所周知，现象学的鼻祖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要理解现象学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剔除其哲学的深奥，我们需要选择的现象学的思想精髓包括对人所生活的世界的倚重，鼓励回到事物
的本身，倡导一种反思和分析的方法。
“直面事物的本源”是现象学的著名观点，而方法则是“加括号”，将一些影响我们直面事物本源的
先在观念、逻辑“悬搁”起来，以免在它们的遮蔽之下，难以寻找到“本源”的踪影。
　　力加认识美术教学本质的方法的确偏重于现象而非一些先在的理论。
深入课堂，对他而言是经常性的，通过将自己置身于情境之中受到触动而获得鲜活的感受和思想。
他的几本著作好像都非常注重对教学现象的观察、分析，而不是像一般理论家那样做纯粹的理论思辨
，不是先确定理论框架和观念，然后在现实中寻找“证据”或“案例”。
这种关注现象的做学问的方法，对具有强烈操作性的美术教学而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值得夸赞和推
广。
　　这本《名师如何炼就名课（美术卷）》也延续了力加一贯的学术态度和学术方法。
　　书中所选择的名师，依我的陋见，应该是属于众望所归、认同度极高的教师。
他们在教学一线辛勤经营了十几年乃至于数十年，他们所有的思想和经验都是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这些思想和经验不是外加的，而是置身于教学情境中的发现、感悟和思考，而且每位名师的擅长、取
向也不尽相同。
有的任教于小学，有的供职于中学；有的长于教技法，有的长于教欣赏。
但其共同点则是对美术教育的执著、个人的聪慧和不断反思与总结的态度。
这些宝贵的思想和经验局限于个人的范围，其价值就难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力加将这些名师的思想和
经验集结出版，也就完成了“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功莫大焉！
而力加作为一名美术教育学者，以旁观者的身份对这些名师的授课所做的相对客观的点评与分析，则
提纲挈领、切中肯綮，赋予了其更强的理论意味，让分享的读者范围更大，同时读者对名师的思想精
髓和方法要领也能有更准确的把握。
　　实践是理论在情境中的一种操作和运行过程，包含目标的设定、重点的安排、程序的设计、方法
的选择⋯⋯而以叙述为主的方式展示实践过程，使其更具形象性、直观性。
因此，也最具有模仿的可能性，榜样的力量也就由此产生了。
一位大学美术教师说过，一个班级如果没有几位在学习上的佼佼者，那么这个班级的整体学习就只会
平平的；如果有几位拔尖的学生，整个班级的学习水平就会得到提升。
诚哉斯言！
同样道理，我们也需要一些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的美术教学精英，只有这样，中国美术教师的整体水
平才会得到提升，中国美术教育的整体水平也才会水涨船高，得以提升。
　　是所望焉！
　　2010年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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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术教师的成长，离不开课堂教学的历练。
在成长过程中，研究课堂教学是其主要任务。
有了研究，教学自然就出彩，有了深入的研究，成为名师就水到渠成。
    21位中小学美术名师的课堂教学案例集中在一起，以结集出版的方式呈现给全国的美术教师，使其
分享名师们对中小学美术教学的理解，思考名师们对美术课堂教学的研究。
李力加教授对课例的研究与思考更是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为美术教师的能力提升提供了充足的精
神源泉和实践方向。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名师如何炼就名课（美术卷）>>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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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研究与思考——设计生活，快乐成长  论证：美术课堂教学即研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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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联动发展　　教学的过程是学生个体与图像进行建构的过程，也是关联图像符号、关联审美
经验、关联情感体验的过程。
以自我的经验、情感为基础，融进教学语境，关联、内化、生成图像表达和意义，使联动的过程成为
学生感知唤醒、审美成长、生命感悟的过程。
　　1.关联符号　　美术作品的解读是由人文背景、创作语言、情感意义、美感形式以及各种美术要
素组成的，教师要在各种美术要素中，提炼与观察离学生最近的那个课堂活动节点，通过这个节点进
行交流、体验、实践、解释、判断，使学生最终获得美术欣赏教学的意义。
在“表现生活——走进齐白石的国画世界”一课的教学中，我从齐白石先生作品的构图形式、表现内
容和色彩表达三个方面出发，分别让学生体验和感受齐白石是如何关注和表达我们的生活的，在构图
的情趣性、内容的乡土性、色彩的民间性等方面解读、体验作品所蕴涵的生活化特性。
以构图上的对比来展现齐白石作品韵形式符号，学生通过对大小、多少、动静、精致和粗犷的对比符
号的发现。
逐渐建构了自我的符号图式，这在学生的体验性作品中就可见一斑：有87％的孩子关注了形式符号的
表达；在色彩表达的探究中，从整体性感受的获得，到红花墨叶的表达，学生对齐白石的色彩符号也
在强烈的视觉冲击下欣然获得，同时，通过将色彩的特有表现风格与当地的民间文化相关联，探询红
花墨叶表达的生活源点，加强了对红与黑的审美感知；在内容表现的发现中，学生在众多作品共性的
解读中，建构齐白石所表达的审美形象的特点，同时参悟其内容的内在符号——通过对乡村平凡物象
的表达，体现齐白石的乡心和童心。
在这个审美形象到蕴涵意义发现的探究过程中，我更多地关注学生对物象的发现、关联、符号建构。
　　2.关联经验　　在欣赏评述的教学中，如何让学生的生活经验、审美经验介入整个学习活动中，
链接其对审美客体的感知唤醒的通道，是实现新形象、新符号、新感知建构的重要因素。
在“表现生活——走进齐白石的国画世界’，的教学设计中，课堂情景导趣的环节就以学生的审美经
验为节点，以结构式、综合化的生活场景图像的呈现，建立属于孩子知觉的自我发现和融入，如色彩
知觉、形式知觉甚至是意义知觉等。
同时，将学生的视觉发现以形象的形式呈现出来，有利于他们审美经验的显现，有利于他们感知的传
达，也有利于他们之间的知觉互动。
“我发现植物在阳光下高低不一的排列很有：意思”“植物排得很整齐，像三个一起上学的小朋友”
“吊着的花盆很好看，有的地方花朵很多，有的地方很少”“帘子也很整齐”等交流就是学生审美经
验融人的表现。
在探究建型的环节中，学生更是将这些已经获得的感知经验，用自己个性化的表达关联起来，通过实
践性的体验建立自己感知的整体性，将感知与图像表达融为一体。
所以，学生通过水墨的表达呈现个体的感知，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价值，也是实现图画或图式对话的基
础性载体，更是学生经验介人的有效展现。
在欣赏拓维、整合创生、评析悟美等教学环节的活动中，我始终坚持学生经验先人的原则，让他们在
经验与图像的对话互动过程中丰富经验，甚至在延伸滋情的教学阶段也关注学生的审美经验，以学生
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建构作为本节课的结束，也作为下一个审美活动的开始，使其成为教学链中的又一
个节点的发现和开始。
　　3.关联情感　　阿恩海姆认为，表现性就在于结构之中，强调在艺术欣赏过程中的主动性，关注
唤起一种与作品的力结构相同的力的样式，所以，欣赏者总是处于一种激动的参与状态，而这种参与
状态才是真正的艺术体验。
作品本身就凝聚了画家自身的经验、情感，成为其人格、经历的写照。
所以，教师在引导学生欣赏作品的过程中，要唤起学生的情感体验，以情导情、以情链情。
在对齐白石的作品欣赏的过程中，对其将生活中的物象表达成艺术形象时采用加法分析的过程中，“
加了什么，为什么加这些”成了学生情感体验的开始，“加的小蟋蟀是画家过去发现的，因为很喜欢
，就画入画面中了，这样就有了生机”，“可以看出画家对花、蟋蟀是很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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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齐白石的作品表现的内容的解读过程中，引导学生从内容的符号中感受画家的情感体验，学生的
感悟就会更有意义了：“我猜测画家对农村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或者齐白石老爷爷原来就生活在乡村
。
”“表现出齐白石老爷爷爱自己的家乡啊！
”“是想念自己的家乡，身在北京还想念自己的家乡啊！
”在对色彩的解读研究过程中，学生的情感体验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三、意义生成　　艺术作品与欣赏者之间是用符号来沟通的，但是符号所传达的意义是富有歧义
的，这为欣赏者对艺术形象进行二度创作提供了心理基础，也为学生审美感知的个性化建构建立了意
义基础。
从作品背后看意义，其实是将欣赏者和审美客体进行对话的心理匹配的过程。
在“表现生活——走进齐白石的国画世界”的教学活动中，我从感知作品内容到分析作品形式，以及
体验性的表达感知，有意识地为学生的情感介入、意义发现提供建构载体，使学生与画面形象、画家
心理有了很好的关联和发展。
在感悟图像意境的过程中，让学生通过对比性的体验，获得齐白石在画面上的造境感受，更有了“涌
动的生命，小蝌蚪这种小生命在水中游动，有生命的感觉”等这样对生命意义的感悟和建构。
在评析晤美阶段，我设计了“齐白石爷爷为什么被授予‘人民的艺术家’的称号”的问题探究，对于
统整整个学习过程，起到了核心作用，既整合了学生的感知，又升华了学生对图像意义的感悟。
　　建立在图像对话基础上的交流，带给学生新的视觉思维和感受。
在成就感的获得过程中，感悟欣赏图像背后最本质的意义，让学生在个体的理解和感知的基础上实现
提升和内化，达到意义的关联和生成。
　　在本课教学中，对于生活表现的感悟和解读有一定的设计，但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课堂节点进行
联动发展，比如，让学生从齐白石作品的色彩表达中来体验齐白石先生对生活的情感；从“色彩的发
现——色彩的提炼——色彩的意义——生活意义的获得”这样的链式推进中，更深入地感知齐白石艺
术表现的特点，感悟齐白石先生的艺术人生境界；也可以从构图语言和意境表达上进行整体性、关联
性的欣赏感知。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名师如何炼就名课（美术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