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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美术教学中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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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高职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可促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美术作品，

对创作能力和审美水平的提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基于此，论文探讨高职美术教学中学生观察能力培养的重要意义，

并提出一系列有效的培养方法，同时展望高职美术教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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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ocational art teaching, cultivating students’ observation ability is a crucial task, which can promote students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art works,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creative ability and 
aesthetic level.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observation ability in 
vocational art teaching, proposes a series of effective training methods,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vocational ar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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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观察是艺术创作的基础，也是美术学习的

核心技能。在高职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对于提

升他们的艺术素养和创作水平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使学

生可更加敏锐地捕捉生活中的美，将其转化为艺术创作的灵

感和素材，创作出更加生动、富有内涵的美术作品。

2 高职美术教学中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的重
要意义

在高职美术教学的全过程中，对于学生观察能力的培

养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仅关乎学生艺术技能的提升，更直

接关系到他们审美、创作及理解能力的全面发展。首先，审

美能力是美术学习的基础，而观察能力则是构成审美能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当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学会细心观察一幅美

术作品时，他们不仅能从中捕捉到色彩、线条、构图等视觉

元素，更能深入感受到作品所传达的情感、意境和文化内涵。

学生不断的观察与体验，审美意识将逐渐觉醒，审美品位也

会得到提升，进而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并欣赏美，丰富自

身的精神世界。其次，创作是美术学习的核心环节，而观察

则是获取创作灵感和素材的重要途径，高职学生观察自然、

生活以及各类艺术作品，积累丰富的视觉经验和创作素材。

此类经验和素材将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同时，观察还能帮助学生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瞬间

和独特视角，创作出更具个性和创意的作品。最后，在高职

美术教学中，学生需要掌握各种艺术形式和风格，理解不同

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和手法。良好的观察能力可帮助学生更深

入地分析艺术作品的形式、色彩、构图等要素，进而理解其

背后的艺术语言和文化内涵。学生经过长期的观察训练，学

生将逐渐掌握解读艺术作品的方法和技巧，更全面地掌握艺

术知识 [1]。

3 高职美术教学中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有效
方法

3.1 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观察方法
在高职美术教学中，掌握正确的观察方法对学生而言

至关重要，不仅关乎学生能否准确捕捉作品的艺术特色，更

直接影响到他们艺术鉴赏和创作能力的提升。为此，高职美

术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掌握整体观察

法、细节观察法以及对比观察法等有效的观察方法。首先，

整体观察法是从宏观角度把握作品整体结构和布局的观察

方法，教师在引导学生运用整体观察法时，应强调从作品的

整体出发，先对作品的整体风格、主题、构图等有大致的感

知。学生整体观察分析作品的基本特征和艺术表现，为后续

深入剖析打下基础 [2]。其次，在运用细节观察法时，教师应

指导学生将注意力集中在作品的局部和细节上，仔细观察作

品中的线条、色彩、光影等元素的变化和运用。学生进行细

节观察深入了解作品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手法，进一步加深对

作品的理解和认识。最后，在运用对比观察法时，教师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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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风格相近或差异较大的作品进行对比分析，要求从中发现

不同作品在表现手法、风格特点等方面的异同。与此同时，

也可对同一作品的不同部分进行对比观察，以揭示作品在构

图、色彩等方面的变化和特点 [3]。

3.2 组织户外写生活动
户外写生活动是提高学生观察能力的有效途径，高职

学生观察、描绘和感受自然景色或城市风貌，在户外写生中

锻炼自身的观察能力，提高绘画技巧，同时更加深入地理解

艺术与自然、生活的紧密联系。首先，户外写生的环境选择

至关重要，教师可组织学生前往大自然或城市景观中进行写

生练习，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领略自然的美丽与丰富多

样性。在自然环境中写生观察自然界中丰富的色彩、生动的

线条和多样的形态，此类都将为他们的绘画创作提供无尽的

灵感和素材；同时，与城市景观的接触，也可使学生了解不

同建筑风格、街景等城市文化元素，进一步拓宽他们的视野。

其次，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在户外写生仔细观察自然景色或城

市风貌中的植物的纹理、动物的动态、建筑的构造等细节，

锻炼观察能力，提高对事物的敏感度和认知度。在此基础上

引导学生将观察到的自然景色或城市风貌与自身的绘画技

巧相结合，凭借绘画表达自身的感受和思考。最后，教师还

可在户外写生中设置小组讨论、分享心得等互动环节，使学

生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学习，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观察能力和

绘画技巧。为此，教师可组织小组活动，使每个小组选择一

处自然景色或城市景观进行写生，然后在小组内分享自身的

作品和观察心得，互相评价、学习。

举例来说：教师可组织学生前往公园或郊外进行户外

写生活动。在活动开始前，教师可向学生介绍如何观察、如

何构图、如何用色等基本的绘画技巧和注意事项；在写生过

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公园中的花卉、树木、小溪

等自然元素以及公园中的建筑、雕塑等人文元素。凭借这样

的户外写生活动，学生不仅可提高自身的观察能力和绘画技

巧，还可亲近自然、感受生活，培养自身的艺术素养和审美

能力。

3.3 培养学生主动观察的习惯
培养学生的主动观察习惯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教育任务，

引导学生对生活有更深入的理解，使其从中发现生活的美

好，同时显著地提升他们的观察力和思维能力。首先，明确

观察的目标和内容是引导学生主动观察的首要步骤。这是由

于在日常生活中，高职学生们往往容易分心，被各种琐碎的

事物所吸引，无法集中精神去观察特定的目标，教师有责任

帮助学生明确观察的目标和内容，使他们能够有目的地、系

统地观察。为此，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年龄和认知水平，设计

不同层次的观察任务。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教师可引导他们

观察树叶的颜色、花朵的形状等身边的具体事物；而对于高

年级的学生，则可要求他们观察季节变化对植物的影响、校

园内不同人群的行为特点等更复杂的现象。其次，教师需要

采取多种策略来鼓励学生养成主动观察的习惯。其中，记录

观察日记是有效的方法，教师可要求学生每天记录自身的观

察所得，这不仅可帮助学生加深对观察对象的印象，还可锻

炼他们的文字表达能力。最后，定期分享观察心得和体会也

是重要的环节，教师可安排固定的时间，使学生分享自身的

观察成果和感受，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基础上，还可使他

们在交流中互相学习、互相启发 [4]。

以“校园观察之星”活动为例，这个活动可设计成一

系列的观察任务和挑战。高职美术教师可要求学生每天观察

校园内的特定区域或事物，并记录下自身的发现和感受。每

周或每月，教师可根据学生的观察日记和分享的内容，评选

出“校园观察之星”，并给予一定的奖励。这样的活动不仅

可激发学生的观察热情，还可使他们在观察中学会发现美、

欣赏美、创造美，帮助学生逐渐养成主动观察的习惯，使他

们在观察中不断成长和进步。

3.4 开展小组讨论和分享活动
开展小组讨论和分享活动是非常有效的教学策略，促

使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促进相互启发、共同进步，教师

可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要求分享自身的观察经验和心

得，并针对不同的作品或主题展开深入探讨。这样的活动可

拓宽学生的视野和思路，提高他们的观察能力，同时也可激

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第一，教师可将学生分成不同的

小组，组织以“季节变化”为主题的小组讨论，使学生们分

享自身在不同季节中的观察所得，如春天的花朵、夏天的阳

光、秋天的落叶、冬天的雪景。学生们可在小组内自由发言、

互相倾听，加深对季节变化的理解，这样的讨论可激发他们

的想象力，拓宽他们的视野和思路。第二，教师可组织分享

活动来促进学生的交流和互动，安排特定的时间，要求学生

们分享自身的观察心得和体验。具体而言，教师可在课堂或

课后时间组织定期的分享会，使学生们轮流上台演讲，介绍

自身在观察过程中的发现和心得，这样的活动可锻炼学生的

表达能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同时也可帮助他们

互相学习、互相启发。

例如，高职美术教师可定期组织名为“观察小达人”

的分享会。学生可在这个分享会上，分享自身在观察过程中

观察蝴蝶的翅膀发现隐藏的图案、观察星空了解宇宙的奥

秘。这样一来，学生们可互相欣赏、讨论和评价此类作品，

拓宽自身的视野和思路。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可邀请专家或

学者来参加分享会，与学生分享他们的观察经验和心得，激

发他们对观察的兴趣和热情。

4 高职美术教学未来发展趋势

4.1 实践与应用导向的深化：
在高职美术教学的未来发展中，实践与应用导向将占

据更加核心的地位。这是由于随着社会对美术人才需求的多

元化和专业化，单一的理论教学已无法满足行业对人才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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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要求，高职美术教学将更加注重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

结合，为学生提供更多真实场景下的实践机会。具体而言，

未来的高职美术教学将更加注重与企业、行业的对接，学校

可积极寻求与企业的合作，建立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

实训的机会。在此类合作模式下，学生可亲身参与到企业的

实际工作中，了解行业的运作流程，掌握实际操作技能；同

时，企业也可为学生提供实践指导和反馈，帮助他们更好地

适应职业需求。除此之外，高职美术教学还将更加注重与市

场的对接。学校需要关注市场动态和行业需求，调整教学内

容和方式，确保所教授的知识和技能符合市场需求。举例说

明，高职院校可定期邀请行业专家来校举办讲座或开设工作

坊，为学生提供最新的行业动态和前沿技术信息。

4.2 技术与理念创新的融合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高职美术教学将不断吸收新技

术、新理念，实现教学方式的创新与升级，此类融合将为美

术教学带来更加丰富的素材和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参与度。首先，数字化技术将为高职美术教学提供强大的支

持，数字化绘画工具、3D 建模软件等可帮助学生更加便捷

地进行创作和表达；虚拟现实技术也可为学生营造更加逼真

的学习环境，使他们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艺术作品的美感和

内涵。其次，美术与其他学科如文学、历史、科学等有着密

切的联系，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的知识和视野，培养他们的

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最后，新的教学理念如项目式学习、

案例分析等也将为高职美术教学注入新的活力。项目式学习

中，学生可围绕具体的项目或任务进行学习和实践，锻炼他

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分析则可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美术创作的技巧和方法。

4.3 个性化与差异化教学的探索
未来的高职美术教学将更加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兴

趣特点，注重因材施教、个性化教学，这意味着教师将根据

学生的不同需求和特点，为他们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教学内容

和方法。第一，教师将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和职业规划等

因素，为他们制定个性化的教学计划。例如，对于对油画感

兴趣的学生，教师可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油画创作技巧和理论

知识；对于对设计感兴趣的学生，教师可为他们提供设计实

践和案例分析等内容。第二，教师将采用小组讨论、个人创

作、互动评价等多种教学方法，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

造力；还可利用数字化技术和网络资源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

学习资源和辅导，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知识和技能。

5 结语

总而言之，观察能力在高职美术教学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高职美术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观察方法、

组织户外写生活动、培养学生主动观察的习惯以及开展小组

讨论和分享活动等方法，可有效地提升学生的观察能力。未

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科技的进步，高职美术教学将更

加注重实践和应用、融合新技术和新理念以及关注个性化和

差异化教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高职院校将培养出更多具

有敏锐观察力和创新精神的优秀美术人才。

参考文献：
[1] 牟贺贺.高职美术教学中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方法[J].情感读本, 

2022(21):16-18.

[2] 金梅,胡海峰,陈财良.如何在高职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

力[J].武侠故事,2023(27):21-23.

[3] 刘震.高职美术教育中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J].艺术

评鉴,2023(6):121-124.

[4] 雷云云.高职美术教育中素描教学的优化对策探讨[J].美与时代

(中旬刊)·美术学刊,2021(2):93-94.

作者简介：郭晨雪（1986-），女，中国河北定州人，本科，

讲师，从事美术教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