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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教育的性质特点谈高校
专业绘画课的教学形式

陈厚娟
(黄山学院艺术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艺术教育是以艺术为媒介培养人的艺术能力与境界的自由有序的系统活动．这决定了高校绘

画课应有其特有的自由宽松的教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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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是以艺术为媒介的培养人的艺术能力与境界

的自由有序的系统活动。’1哒一论断道明了艺术教育不同于
其他学科的性质和特点，它是以艺术为媒介的教育；是培养

人艺术能力与境界的活动；是自由有序的活动。

艺术教育是以对艺术品的学习、审美、创造过程为媒

介所进行的教育活动。不同形式的艺术教育各有其特定的

审美逻辑和教授媒介：文学以语言文字作为媒介表现作家

想象的空间；音乐通过乐音符号的运动节奏来展现其优美

的旋律；电影以蒙太奇的方武创造出虚幻的审美感受；而

绘画作品则通过线条、结构、构图形式和色彩符号组成的

画面创造出画家的审美体验。绘画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一

种，是以绘画作为媒介而进行的审美、艺术创造活动。“每

一幅画作所体现的都是艺术家独特个体的审美的内在主

观情思。”【lJ这种情思是艺术家对线条、结构、图式、色彩等

在画面上排列组合的审美趣味和造冲J的结果。“艺术被予

以一种仅能大致地加以解决的困难任务——要求表达某

些根本无法表达的东西．并抵制一切企图将固定模式强加

于它的做法。”日人类对艺术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对施教者

的要求。艺术品所表现的自由的感性形式。存在于每一个

独特个体的感性生活之中，不能也不可以用教条的方式获

得。作为课堂的主导者——教师，应该从艺术本身出发，不

能将自己的审美体会强加给课堂教学的丰体——学生。因

而绘画教育应从艺术本身的特性出发)}∈展开教学。

艺术教育是以培养人的艺术能力与境界为目的的教

育。与科学理沦或道德伦理等教育形式不同．艺术教育侧重

意象对情感的激发、对心灵的塑造，它不以教育效应的整齐

划一、受教者对某些原理、规律的熟练掌握运用为最终目

的。因为艺术活动具有感性特征，艺术不能舍弃个别的丰富

性，而是以感性的具体性和独特性来进行。艺术能力包括艺

术语言的运用、艺术技巧的掌握、意象的构成能力等：艺术

境界包括审美境界和非审美境界两方面。绘画课的核心是

绘画作品的写生创作，课程内容包括空间造型能力、观察能

力及画面整体的素描色彩关系表达能力等方面．是一种感

知和技能的教学。对于这类课程的教学．除了名画赏析课需

要用课件、板书，其它的绘画课则更应注重绘画过程中的实

地指导，根据每个学生画面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讲解，

指引学生独立完成创作。

艺术教育的另一特性是：艺术教育是自由有序的系统

教育，它必须按照有效的教育规律来进行。绘画教育的规

律性表现在绘画艺术媒介的物理特性和操作规律等方面．

施教者必须根据受教育者的具体情况科学地选择教育媒

介，使活动能为特定的教育目的服务。由于绘画教育媒介

的直观性，它需要施教者和受教者的感情投入，以情感的

方式来实现绘画教育的功能。因而绘画教育又应该在受教

者思想得到充分个性化的自由展现的基础上进行。传统的

绘画常常采用示范性教学．这种教学方式可以让受教者在

短时间内掌握某种方法的运用．而实际上每个受教者对同

一作品和物象的主观感受是不尽相同的。因而所表达的色

彩和形式语言也是不一样的。传统的示范性教学违背了绘

画的教学规律，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张扬，不利于学生审美

想象的发挥．禁锢jr学生思想。绘画课堂的教学形式应该

是宽松的、开放的。施教者不必象传统学科的教学那样循

规蹈矩、严丝合缝，在传授基本理论和知识的同时，可以走

进受教群体，与受教者沟通看法，引导学生发挥想象，主动

思考。在实践创作课上，更需要积极主动的创作情绪。

基于艺术教育以上几个方面的个性特质，绘画课的课

堂教学可以从自评与他评、自由讨论、兴趣引导这样三种

教学形式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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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课最囱。效的数学形式幢i玄是自i：F‘j他l平的教学形

式。所渭自评jjf也评的教7学形式指的已在教学过程lfl，量敦

者自己或请其他受教者或施教音对自己的画面作卅客观分

析，从中达到认识自已画面、进而提，{-自已绘四侑E力的一种

讨沦式教学形式。这种教学形式的优点是受教者能够更直

观的了解画面所俘在的f川题，能够及时地、有针)c寸性地解决

画面存在的问题。受教者在掌握～定的绘画技巧后。7F始仃

能力进行独立的绘画写生创作，研究一些个性化语言。但在

绘画过程巾小容易把握画面进行方向．忽略丫主要关系问

题的解决。所以在一个阶段之后，将人家的画作集巾到一

起，每一个受敷者先对自‘已的画面进行观察分析。受教者在

具体作画的过程中可能陷进自己的思考．长时间的面对自

己的画面，容易产生审美疲劳而“不识庐⋯真面目”。不容易

发现自己画面的不足。而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再同过头

观看自己的画，问题就比较容易发现。其他受教者也都可以

对该受敦者的画面做m评价。指出画面存在的问题。大家一

起讨论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这个讨论过程实际卜．也是思

考学习的过程，大家可以比照自己的画面。看自己的画面是

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起到一个引起思考的作用。这样一

来．在下一阶段写生创作过程中。受教者就会有意识的去尽

量避开以前存在的问题．画面效果就比较容易提高。通过这

种直观的个案教学．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问题，更易于提高

学生绘画的审美、创造能力。在过去的教学过程中曾对两个

平行班进行不同形式的教学：传统示范性教学和自评与他

评的教学形式。开课前两个班的成绩基础差不多。经过一门

课的区分教学后，两个班学生所呈现的状况就l中l现差别。进

行传统教学的班级空间造型能力有较大提高．但全班38名

同学，画出的作业干篇一律，几乎没自己的个性；另一个进

行自评与他评教学的班级造型能力比较全面。画面个性比

较突出．受教者能积极主动地观察思考画面．强调画面的审

美趣味。班级气氛也比较活跃。班级整体绘画水平较高。

在自评与他评教学形式的基础上，还可以将自由讨论

的教学形式带入课堂。受教者带着问题去思考创作，有针

对性地去解决某个问题，可能又会忽略其它画面关系，所

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受教者可以根据风格偏好的不同分成

若干组，一起讨论，发现画面问题及时指正解决。受教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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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一直在自己西j丽停留。可以在数字活动，观看别人的画

面．有好的方法可以借’嚣，看到圳人L吲山i仔在问题可以反

恩I匕较。遇至lj解决小_r的问题，可以趴拖教者一起讨沦，必

要时可以带着问题去资科室查阅资料，罱画册。囱条件可

以进美术馆、博物馆去看相关资料、图片。德【q的教育部门

就很强凋博物馆教育，这种有效经验现在其他田家也广为

学列。需要注意的是，看画册日'f发现倒册巾的理想造刑，色

彩。小能j{《{搬抄袭到自己的画面．而是琵思考创作者的表

现意图和表现手法。受教者也小一定必须严守传统j果堂规

定，固定于自己的。疗寸之地，可以进图’t5／'薛自己找利‘料。其

前提是受教者必须有很强的学>j自觉性，受教者是带着问

题来学习的。这样一来．就需要兴趣引导式教学形式J，。

所谓兴趣引导式教学也是绘画教学中另一很关键的

教学形式。马蒂斯在1951年《马蒂斯谈话录》中回忆当年

学画时的情景说了一句话：“一旦被绘画之魔咬住．我就再

也小想放弃它了。”131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兴趣的调

动．便是一个教学方法的问题。当受敦者画面存在问题时，

说明他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够。多次挫败会引发受教者自卑

心理的产生。在受教者信心不足的情况下，施教者应鼓励

夸奖受教者的长处，增长其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巴黎

大学师范学院的扬里查先生(J．Janhtza)认为2l世纪的艺

术教师应该是：关心学生，激发艺术兴趣，指导学生艺术生

活的人师⋯⋯兴趣有j，。受教者的学习的主动性就会增

强，学习气氛就比较容易调动起来，其它问题也就能迎刃

而解了。明

综上所述．艺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决定了高校绘画课堂

需要适合其开展的特有的宽松自由的教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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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Professional Painting in Colleges：

A Perspective from Art Education7S Characteristics
Chen Houjuan

(Department of Art，Huangshan College，Huangshan245000，China)
Abstract：The paper argues that art education is a set of systematic free but orderly activities for el—

evation of artist ability and state，which necessitates the freeness and relaxedness of college professional

paint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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