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鉴赏》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二、课程教学目标及其对毕 业要求的支撑

《美术鉴赏》是面向全校各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通识教育限定性选修课程，属于现代大学生基本的素质教育课程，主要培养目标是提升大学生人文艺术素

养、美术鉴赏能力。本课程按照美术学科分类的顺序，引导学生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欣赏中外优秀美术作品，使学生丰富知识，拓宽视野，比较系统的了解世

界各民族美术创作的伟大成就和艺术发展历程，体会艺术美带来的审美享受；结合时代背景，赏析中西方艺术审美的异同，使学生树立宽泛的文化态度，加强

对世界多元文化的认同和理解，提高审美素养。

课程名称（中文） 美术鉴赏 课程名称（英文） art appreciation

课程代码 00040086 课程性质 选修（限选）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课程 考核形式 考查

总学分（学时/周） 1（2 学时/周） 理论学分（学时） 1/16 实践或实验学分（学时/周） 0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适应范围 全校各专业 面向专业 全校各专业

开课学期 4 开课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

基层教学组织 美术鉴赏教学团队 课程负责人 刘洋

课程网址

制定人 刘洋 审定人 刘洋



1.课程教学目标、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本课程有 3 项教学目标，表 1 给出了各项教学目标的描述，以及每项教学目标的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表 1 本课程教学目标、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课程教学目标 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目标 1：通过对不同时期中外绘画及其他美术作品的分析、介绍，使学

生更好地了解美术的相关门类特点、风格流派及代表作品，并且能够掌

握美术的历史发展脉络、美术作品欣赏的方法、美术的艺术形式和审美

思想。

由课前自主学习和观看平台的教学视频、课堂讲授与问题

讨论、案例分析、课后总结与练习等环节共同支撑；依据课堂

参与情况、课程作业及期末考试等方式进行评价。

目标 2：培养学生的艺术感知能力，引导学生通过对美术作品的鉴赏，

理解美术的发展历程及相关学术用语，具有分辨不同美术种类的能力，

具有鉴赏美术、分析美术作品的能力。

由课前自主学习、课堂讨论辩论和课后实践共同支撑，主

要依据平时课堂表现、期末考核与小组作业来评价。

目标 3：通过对美术历史的讲授，培养学生具有热爱艺术、感知艺术、

享受艺术的意识。通过对不同种类美术作品的赏析，开阔学生的视野，

提高学生对艺术感受能力，从而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独立欣赏作

品的审美兴趣，锻炼学生的审美表达能力，逐步完善学生在审美领域里

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由课前自主学习、观看视频、课堂讲授与研讨，课后实践

等环节共同支撑；依据课堂发言、平时表现、小组作业、期末

理论考试来评价。

2.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

本课程教学对本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作用和涉及的指标点如表 2所示。

表 2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

支撑的毕业要求 涉及的指标点
对应的本课程教

学目标
贡献度



师范类 1. 思想政治信念坚定，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立德树人为己任。了解并认同教师职业道

德规范要求，依法依规从教。强师德，正师风，铸师魂，敬业爱岗。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H

2. 具有正确的教师观，正确认识小学教师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具有较强的从教

意愿。具有正确的学生观，尊重学生，爱护学生，乐于为学生成长创造发展的

条件和机会，乐于做儿童成长道路上的陪伴者和引路人。具有较好的人文底蕴、

科学精神和艺术素养，人格健全，身心健康，情感丰富，为人师表。

M

工科类 1.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 能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H

2. 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

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M

理学、人文

社科类

1.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 能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H

2. 具有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熟悉本专业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及

政策，在本专业领域实践活动中能够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M

说明：“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指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贡献度选用标志（如“H”表示“强支撑”，“M”表示“中支撑”，“L”

表示“弱支撑”）表示。

三、课程内容和基本要求

1.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表 3 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章节 内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章 美术鉴赏导论 3.2 3.2



第二章 外国美术（绘画）欣赏 3.2 3.2

第三章 中国传统绘画鉴赏 3.2 3.2

第四章 民间工艺美术 6.4 6.4

2.教学内容、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第一章 美术鉴赏导论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使学生了解鉴赏中含有欣赏和鉴别两个层面，为我们的鉴赏找到立足点。

【重点难点】

1.掌握基本的美术鉴赏语言与专业术语。

2.理解美术欣赏与鉴赏的区别。

【教学内容】

一、传统与现代——鉴赏的角度

二、历史与感受——艺术史的角度

三、直觉与逻辑——美学的角度

四、鉴别与判断——艺术批评的角度

第二章 中国传统绘画鉴赏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使学生了解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知识与基本原理，掌握中国传统绘画的鉴赏方法，树立文化自信，提升艺术素养。

【重点难点】

1.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知识梳理及历史脉络、鉴赏方法。

2.国画意象造型、以线造型、程式化、图式化、计白当黑、诗书入画、散点透视等基本特征，皆源于本原文化中的各种观点。



【教学内容】

一、中国画本原原理

二、画史概说

三、品类举要

第三章 外国绘画欣赏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使学生初步了解欧洲绘画艺术的发展脉络，主要画家的风格特点，开拓视野，提高艺术素养。

【重点难点】

1.不同时期欧洲绘画的流派、风格，主要画家及代表作赏析。

2.了解欧洲绘画的审美特点。

【教学内容】

一、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

二、十七、十八世纪的绘画

三、十九世纪的绘画

四、现代流派的绘画

第四章 中国传统民间工艺美术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使学生初步了解我国优秀的民间工艺美术形式，增加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兴趣，开拓视野，提高艺术素养。

【重点难点】

1.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工艺美术形式。

2.了解不同地域文化影响下的民间工艺美术审美观。

【教学内容】



一、民间玩具的形制与特征

二、中国传统纹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民间泥塑艺术形制特征

四、中国妆饰文化发展及文化内涵

五、传统彩瓷艺术之美

六、紫砂壶艺术之美

七、传统刺绣艺术之美

八、传统木版年画之美

四、教学方法、手段与课程教学目标的对应关系

1.采用的教学方法手段

本课程采取线上教学，学生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运用在线课程以及教师提供的拓展资源自主决定学习时间与学习内容，自主控制学习频率与学习量，

培养了自主学习能力。利用网络教学平台，根据各章节的不同内容，设计不同的教学方法，常采用启发式、研讨式、案例式、参与式、体验式、实践式、任务

驱动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开展教学。通过知识学习、参与体验、社会调研等多种教学方式，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课程组织上应将理论讲授和艺术实践

融合在一起，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使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历史的气息，既避免公共理论课的枯燥和空洞，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认知、动手和研究能力，

进而增强其爱国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从而真正达到大学生美育的目的与效果。

2.教学方法手段与课程教学目标的对应关系

表 4 教学环节、方法手段与课程教学目标对应表

教学环节 主要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程教学目标



课前

课前学生阅读教材、观看教学平台不同

知识点的教学视频，加深对所学内容的

理解

目标 1：通过对不同时期中外绘画及其他美术作品的分析、介绍，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美术的相关门类特

点、风格流派及代表作品，并且能够掌握美术的历史发展脉络、美术作品欣赏的方法、美术的艺术形式

和审美思想。

课内
课堂知识和理论的讲授、小组讨论或辩

论、课堂展示、热点评析、师生对话

目标 2：培养学生的艺术感知能力，引导学生通过对美术作品的鉴赏，理解美术的发展历程及相关学术

用语，具有分辨不同美术种类的能力，具有鉴赏美术、分析美术作品的能力。

课后
学生观看视频、进行社会调研和社会实

践、完成作业

目标 3：通过对美术历史的讲授，培养学生具有热爱艺术、感知艺术、享受艺术的意识。通过对不同种

类美术作品的赏析，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对艺术感受能力，从而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独立

欣赏作品的审美兴趣，锻炼学生的审美表达能力，逐步完善学生在审美领域里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五、教学资源

表 5 本课程的基本教学资源

资源类型 资 源

教 材 贾濯非,周立名.《美术欣赏》.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 6月

主要参考书

[1]晁方方.《中国美术欣赏：设计基础教学与实践》. 辽宁美术出版社.2017年 3月。

[2]傅雷.《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7年 4月。

[3]盛文林.《艺术与人文修养：绘画艺术欣赏（第二版）》.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 4 月。

主要教学网站 超星学习通《美术鉴赏》课程主页

六、课程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方法

1.课程总体考核



《美术鉴赏》为考试课程，但要突出过程考核，平时成绩所占比重不低于 40%，其中主要包括课堂活动、网络学习、作业练习、小组活动等等；期末闭卷试

卷所占比重不高于 60%，在命题上应充分体现开放性、灵活性，着重考察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2.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细则

表 6 本课程考核和成绩评定方法及与课程教学目标关联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与考核关联的课程教学目标 考核依据与方法
占课程总成绩

的比重

平时成绩

课堂活动、课堂学习状态等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注重过程性的日常考核。

不低于 40%作业、小测验等
通过作业了解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

价值观的形成状况。

网络学习等
通过网络学习，了解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及自

主学习能力。

期末考试

通过相关美术作品（或现象）

的赏析小论文，考查学生知识

的掌握程度，实际运用能力以

及价值观状况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总分 100分，按 60%换算成最终得分。通过

期末机考，考核学生理论知识的理解情况、

价值观状况，以及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的

能力

不高于 60%

七、达成度评价与教学改进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如表 7所示。达成度评价在课程考核结束后进行，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根据评价结果，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所在系

研讨、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的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表 7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



评价主体与方式 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利用

任课教师评价
运用作业开展课程达成度统计与评价；运用期末知识点测试进行课程达成度

评价；观察学生的日常行为举止评估课程目标的达成度。

供学院与教师从主要教学环节及其产出角度了

解课程教学成效，并作为教学改进的依据；也供

同行或教学专家审核之用。

学生评价 依托学校教务系统的学生期末课程教学满意度评价，进行课程达成度的评价。
供学院与教师从学生体验与收获角度了解课程

教学成效，并作为教学改进的依据。

专家(督导)审核
学院指派相关的同行专家或教学专家(督导)，依据任课教师和学生评价，并

结合必要的佐证材料或汇报答辩程序，审核本课程的达成度评价结果。

供学院掌握课程教学成效，也作为教师教学改进

的依据。

八、评分标准

表 8 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课程教

学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目标 1：
能熟练欣赏分析不同时期

中外绘画及其他美术作

品，深刻了解美术的相关

门类特点、风格流派及代

表作品，掌握美术的历史

发展脉络、美术作品欣赏

的方法、美术的艺术形式

和审美思想。

能较熟练欣赏分析不同时

期中外绘画及其他美术作

品，较深刻了解美术的相关

门类特点、风格流派及代表

作品，掌握美术的历史发展

脉络、美术作品欣赏的方

法、美术的艺术形式和审美

思想。

能欣赏分析不同时期中外

绘画及其他美术作品，了

解美术的相关门类特点、

风格流派及代表作品，掌

握美术的历史发展脉络、

美术作品欣赏的方法、美

术的艺术形式和审美思

想。

能基本欣赏分析不同时

期中外绘画及其他美术

作品，基本了解美术的相

关门类特点、风格流派及

代表作品，基本掌握美术

的历史发展脉络、美术作

品欣赏的方法、美术的艺

术形式和审美思想。

能部分欣赏分析不同时

期中外绘画及其他美术

作品，未完全了解美术的

相关门类特点、风格流派

及代表作品，部分掌握或

未掌握美术的历史发展

脉络、美术作品欣赏的方

法、美术的艺术形式和审

美思想。

目标 2： 具有良好的艺术感知能

力，理解美术的发展历程

及相关学术用语，具有分

具有较好的艺术感知能力，

理解美术的发展历程及相

关学术用语，分辨不同美术

具有一定的艺术感知能

力，理解美术的发展历程

及相关学术用语，分辨不

具有基本的艺术感知能

力，理解美术的发展历程

及相关学术用语，分辨不

基本的艺术感知能力欠

缺，部分理解或未能理解

美术的发展历程及相关



辨不同美术种类的良好能

力，具有鉴赏美术、分析

美术作品的良好能力。

种类的能力较好，鉴赏美

术、分析美术作品的能力较

好。

同美术种类的能力尚可，

鉴赏美术、分析美术作品

的能力尚可。

同美术种类的能力一般，

鉴赏美术、分析美术作品

的能力一般。

学术用语，分辨不同美术

种类的能力较差，鉴赏美

术、分析美术作品的能力

较差。

目标 3： 具有热爱艺术、感知艺术、

享受艺术的良好意识和感

受能力，具备独立欣赏作

品的审美兴趣，以及独立

的审美表达能力，在审美

领域里的知识结构和能力

结构完备。

具有热爱艺术、感知艺术、

享受艺术的较好意识和感

受能力，具备较好的独立欣

赏作品的审美兴趣，以及独

立的审美表达能力，在审美

领域里的知识结构和能力

结构较完备。

具有一定的热爱艺术、感

知艺术、享受艺术的意识

和感受能力，具备一定的

独立欣赏作品的审美兴

趣，以及独立的审美表达

能力，在审美领域里的知

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尚可。

热爱艺术、感知艺术、享

受艺术的意识和感受能

力一般，独立欣赏作品的

审美兴趣一般，独立的审

美表达能力不够，在审美

领域里的知识结构和能

力结构有欠缺。

不具有热爱艺术、感知艺

术、享受艺术的意识和感

受能力，不具有独立欣赏

作品的审美兴趣，独立的

审美表达能力较差，在审

美领域里的知识结构和

能力结构欠缺较大。

九、有关说明

本课程大纲自 2023 级开始执行，生效之日原先版本均不再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