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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传统教学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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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画最早起源于汉代，被称之为丹青，现代又简称为“国画”，是我国传统艺术文化琴棋书画中的

精髓之一。中国画在内容和艺术创作上，体现出人们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

等方面的认识。中国画传承历史悠久，中国画的教育也在每个时代有着不同的影响和特点，本文将对中国画传统教

学进行研究探讨，以寻求在中国画教学工作中分析教学对策，为中国画在现代教育中发扬传承作出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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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文化博大精深，注重艺术和技术的结合创作，

鉴赏中国画，通过画中对人物、山水、花鸟、鱼虫等体

现出关于性情、意志、理想、美与自由、希冀及向往等

使人产生共鸣的人文精神。学生在研学中国画的经历过

程之中，可以锻炼心性、陶冶情操、升华感情，通过画

作表达人文思想意识，从而提高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升华。

1 中国画的探索与研究，以及与西洋画的差别
中国画按照绘画题材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鱼虫

三大类；按照绘画技法可分为工笔画和写意画。中国画

的主要特点是追求神韵，特别注重意境之美，不局限于

物体自身外表的模样，多强调体现内在的生动气质、韵

律形成。南朝齐梁时期画家、绘画理论家谢赫一生善作

风格画、人物画，他曾在《古画品录》中提出“中国画

应‘以形写神’，追求一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

这是画家对中国画的深层领悟已经达到一种超凡脱俗的

境界，需要研习绘画者自身多画多看多想，去体会中国

画的精髓。中国画主要使用毛笔、软头笔或手指画进行

作画，在笔法上要求平、圆、留、重、变；墨色上要求

焦、浓、重、淡、清；尤其讲究笔墨神韵之功底。从美

术学的角度看，中国画轻背景重意境，善于用线条作画，

而西洋画线条正好相反都不显著，中西文化对绘画的理

念不同，故在绘画中所想要表达的思想就完全不同，这

是中西方绘画的显著特点。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画

与西洋内画的区别，那就是西洋画侧重于客观物象形貌

逼真的呈现，利意在绘画表面；而中国画则侧重于物象

内在的精神以及作者主观情感的表达，利意在内涵。

2 中国画的传统教学意义
一幅好的中国画具备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收藏价

值，从中体现的物体表在形象以及内在的思想情感都是

画作的精华之处，给鉴赏者予以感官和精神上的双重享

受。因此，在高校中国画的传统教学当中，教师不仅是

传授学生绘画的基础理论知识，还要引导学生剖析绘画

作品的内在灵魂以及从中激发的哲学价值，这也叫作“赏

析式教学”。通过对学生在精神层面的引入去欣赏分析

绘画作品的品味价值，有助于学生提高对中国画的深层

认知，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层次。故此，高校教师在开

展中国画传统教学的过程之中，带领学生领悟绘画的灵

魂，打破学生对绘画的固有认知思想非常重要。

中国画是高度追求“骨法用笔”的一种绘画手法，

通过骨法用笔透露出绘画作品的灵性跳动，无形之中展

现出中国画的内在涵养及文化魅力。因此，中国画对画

法、画笔也有要求，不同画笔对绘画所要呈现的美感不

同，作画者将笔法、对画作的理解以及个人感情融合起

来，才能尽可能完善画的整体，而骨法用笔也是中国画

与西洋画艺术最大的区别所在，西洋画用笔具备较强的

随意性，而中国画用笔则更具备灵活性与规律性。

3 中国画传统教学体系方案

3.1 科学合理设置课程内容及教学进度

中国画课程内容设置的合理与否，是考量教学效果

的关键，同时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成果。中国画发展

到如今，在绘画工具和技法上都在不断更替变化，绘画

的表现内容丰富、艺术形式也呈现多样不同化。就目前

教育现状来看，高校专业学生对中国画的研习并不多，

教学时间短，侧重理论知识的灌输，学生对中国画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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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认知缺乏，学习效率和质量自然无法提高。因此，高

校教学内容一定要科学合理化进行分配，在理论知识的

基础之上，应着重将绘画技巧的传授摆在首位，再来提

高学生对绘画作品的审美观点，才能有助于教学质量的

提升，学生的专业拔高。另外，针对非专业美术生而言，

应侧重一种绘画技巧的教学，突出重点教学特点，既达

到了教学的实质目的，也让学生切实收获绘画知识的积

累。在课程的进度方面，要合理根据学生对之前所学知

识的理解及运用，调整好节奏分阶段性授课，对于优秀

拔尖、悟性高的学生可以进行进阶跳跃式教学，而对于

表现及理解能力欠缺的学生，则可以采取“帮扶”教学，

使其共同进步。

3.2 教师队伍整体素养的提高

艺术院校美术学专业教师应具备有扎实的绘画功底

及深厚的艺术修养，才能发挥自身特长将绘画技艺传授

给学生。据了解，目前我国艺术院校美术专业在师资力

量建设上面还较为薄弱。以论文、科研课题为主要向导

对教师进行职称的评定，存在一定的虚假因素，体现不

出教师的真实教学水平。鉴于绘画的特有艺术专业性，

有必要提高艺术院校的师资建设，加强对美术学教师自

身作品，课程讲义的考核，从而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要求教师认真落实，把自身的专

业水平融入到教学当中。对于教师而言，专业职称的评

定固然重要，但也要合理量化教学工作，摆正位置把“教

书育人”的宗旨放在第一位，才能提高教师个人专业能

力，提高艺术院校的美术学习氛围和环境，使教学得到

良性发展。再有，加强对教师的专业培养，有条件的院

校可以输送优秀的教师予以进修学习，提高他们自身对

专业的业务水平。

3.3 教师要注重对学习方法的研究

之前提到的中西绘画的区别是中国画重意境而西洋

画重写实，因此中国画中所表现的情感意境、哲学智慧

令人领悟很多内涵，感叹至深。在教学当中，为了让学

生理解中国画的博大精深，作为美术学教师不光要研究

怎么教、教什么，还要引导学生如何学、学什么。因此，

教学方法的运用，在师生之间相成一体，才能正确引导

学生用心体会学习绘画给人带来的意趣，使学生提高绘

画技巧，在心理上获得精神文化的熏陶培养，激发学生

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举例，临摹与写生教学在绘画教学

中帮助很大，让学生将所学绘画技巧和方法在实践当中

进行突破提高，可加深学生绘画作品的韵味美感。需要

强调的是，临摹学习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需要长期积

累临摹经验，领悟原作品的画作灵魂运用到自身绘画之

中。绘画写生教学则可以让学生通过实物进行观察，通

过观察再深入了解，使学生能够抓住物体形态特点还原

物体本身，这样既既锻炼了绘画技能，也融入了学生的

真实情感，使绘画作品更为写实传神，有助于培养学生

在绘画选题和构图方面的创作能力。临摹注重名家画作

的结构形态和绘画意境对学生的植入，写生则注重对学

生个人在绘画上自由发挥的表现，两种教学方法相结合

的模式，方才可以激发学生的绘画功力，达到绘画以形

传神、入木三分的教学目的。

3.4 教师要注重学生的审美观培养

艺术院校在课程体系上规划必须合理，美术学专业

沿用的艺术概论及中外绘画史课程有必要性也存在一些

缺点，学生没有更多机会去深入研读原创性的经典之作，

缺乏对原创作品的正确解读。教师要在实践课程当中，

加强课堂的延伸性和趣味性，有引导和针对性的代入绘

画理论经典，让学生提升绘画观念和思想，提高审美观

点。比如，在花鸟画临摹课上，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一

篇描写花鸟画意境的美文，从文字中了解花鸟画所要体

现的思想源头，花鸟画孕育大自然的和谐美好，托物言

志、借景抒情的表达方式，体会文中作者对花鸟画的欢

喜愉悦之情，从而领会花鸟画要体现的意境之美，花鸟

画注重的情、景、意、趣，在绘画中使意与景相互渗透，

情与趣相互交融，所谓诗情画意，也就是如此。因此，

教师要善于挖掘课题重点，引申寓意，调动学生主动对

绘画作品进行审美分析，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反思。课

堂教学是有限的，作为艺术类学习，自我启发是关键，

让学生不再被动学习，在自我学习中获得提高，所谓“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将

教学提到教育的更高深度。

3.5 教师要注重画理画法的研究

中国画的美学特点，是注重审美主体的内在精神，

是对画作的直观美感和精神领悟，这就让中国画在表达

意境上面比绘画技法更为重要，也从中延伸出绘画的哲

学思想。因此，在中国画的创作中，形神具备、神韵一

体是它的审美核心。中国画对画理画法的阐述较为简略，

在塑造形式上更突显出“画之大意，无刻画之痕迹”的

境界，这也是中国画的高妙之处。一幅中国画对画理画

法的把握，是对画作本身客观物象的规律、形态、性质

做出判断。因此，在教学当中，教师应当将绘画遵循的

规律性内容传授给学生，这是中国画教学的另一要点。

3.6 教师要注重学生心性修养的提升 

哲学是中国画的根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造

就了中国画的光辉历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画本

身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和历代画家的人文思想精神是永远

值得后人学习和追捧的。换言之，发扬和传承中国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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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不可以局限于某一种艺术形式，要善于钻研

探究传统中国画的文化底蕴，将中国画的传统文化精神

继续发扬光大。教师应该要求学生多增加阅读，多读画、

多看画，古今现代的名画都可以去深耕，每一幅画作所

体现出的不同气质，都有所不同，比如人物画在表情刻

画上，有尖酸刻薄、华丽优雅、生硬豪放、婉转动人等

许多种形态表现，每一个画家在表达时都有所不同意境

的体现，与画家对当时人物的理解和揣摩有很大关系。

因此，多看多读名画好画，从内心领悟画境和意境运用

到自我学习之中，将可以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观，

才有能力创造出具备灵魂的画作，体现出中国画的艺术

风格。

在教学中，教师还要加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

习，体会传统文化中艺术家的真实感受与情感表达，不

仅要提高学生的修养与内涵，更重要的还是提升学生的

审美层次，为学生创造绘画教学的精神粮食。中国传统

文化中对艺术的理解是“天人合一”，自古儒家思想文

化根植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中庸之道乃是天人合一的

根本基础，中国画的最高境界就是内心的平和、天然的

构图和中庸的思想。人只有在内心平静、安宁的状态下

才能体会这种境界，因此作画者需要遵循的是自然规律，

把握事物发展永恒的定律，始终追求民族文化的精神。

因此，在中国画教学当中，教师要指引学生将中国传统

文化作为中国画创作的底蕴，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

学，修炼出内心世界与人文自然的和谐统一，在绘画创

作上呈现出不刻意雕塑巧饰、追求自然、淳朴、归真的

原始状态，形成自然无形的绘画本质，达到景、物、人

与自然社会在作画者心中的完美统一，内心深处构建出

一个平和心境，开阔其视野又归于宁静的寻常。天人合

一的品格修炼，对作画者来说反映的是中国画的高尚品

格，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

4 结语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引领下，中国画的艺术价值随

着历史的演变所产生的人文思想和精神价值是不可估量

的，只会越久越醇。中国画一路传承下来，在每个时代

都刻画出经典的烙印，艺术院校教师要在有限的教学课

程中，探寻中国画教学的真谛，使学生最大程度受到中

国画文化的熏陶和培养，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提高自身

修为，重视对学生在绘画方法、审美观点、心性修养等

方面的提升，让具备有创新性的教学理念普及到教学课

程中去，使中国画在未来艺术教学当中发挥出它应有的

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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