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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艺术选修课在很多高校都有开展，尤其是美术

类的公开选修课。中国国画欣赏作为国内传统文化与美

术两者相关的学科，是帮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与美术的

知识与欣赏水平。专业院校为非专业人士开设的公共美

术课程不仅注重美术欣赏，更注重学生技能的掌握。因

此，中国画鉴赏课程的问题尤为突出。如果中国画教育

注重学习技巧，教育内容过于“专业”，非美术类学生会

感到无聊、难以理解，失去兴趣。因此，在高等职业美

术教育的背景下，传授专业知识的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

面来思考中国画鉴赏教育。

一、非美术专业中进行中国国画欣赏教学的意义

通过了解，非美术类学生严重缺乏传统文化的知识

与素养。他杨洋的了解与喜爱，远高于齐白石和吴昌硕，

对《蒙娜丽莎》的只是了解，高于《富春山居图》《清明

上河图》。现代社会的年轻人必须学习优秀的中国传统知

识。由于他们在小学、中学和高中时很少接触中国画，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优秀的中国传统美术面前模糊不清。

由于职业压力，学生在选择课程时往往处于功利心理状

态，更愿意选择与其导师相关的课程。中国画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以笔、墨、宣纸为重点，以生

活为主线，视角零散，不注重外表的相似性，强调精神

的相似性，笔触丰富，水墨色彩多变，借助对象的叙述，

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想象力。它丰富而悠长，精致而神

秘，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因此，中国画选修课不仅可

以加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而且可以有效地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中国国画欣赏教学中的重要教学内容

（一）注重线在国画中应用的特点

作为造型美术的基础训练，有几个方面：光和影、

体积、块表面、颜色和阴影线。这些主题是，学生可以

从对象的不同属性中获得不同的情感，并使用相应的技

术自由表达对象。在自然界中，不仅有颜色、美丽的光

线和各种各样的物体，还有美丽的线条。线条设计的形

成使我们的眼睛有了发现的力量，有了最薄的体验对象，

也使美感有所提升。线条的运用是美术家表达热情和美

感的最直接、最简洁的方式。它广泛应用于绘画和美术

设计中。这样就可以说，基本的表达手段是以一种独立

的美术形式发展起来的，它具有哲学思想和审美理想。

中国古代美术家对线条的研究非常深入，综合了 18 种不

同的绘画方法，并用纯水墨线条描绘物体，创造了一种

没有任何颜色的绘画形式，即线描。作为《八十七神仙

卷》，根据物体的结构和内在形状，采用笔触和线条造

型，不受光影的限制，能充分表现物体的形状、一致性、

空间感和魅力。

（二）中国国画中写意造型的影响

中国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之一。经

过几千年的发展和发展，它已经形成了自己唯一的精神

和美术风格，这体现在传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思想“形

象”和造型“徒手”的视觉上。这种观念和模式视觉是

中国画及其技术形态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源泉。中国画作

为一门民族美术，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息息相关。

“形象”不仅是中华民族通过长期的思想和实践认识世

界、创造文明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大观思维。这是一种基于中国古代老庄哲学思想的辩证

视野。这不同于西方的“具体”和“抽象”思维。这是

两者之间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形象”思想将“意义”

（即人的意识、意志、意识和主体性）和“形象”（即

客观形象和宇宙万物）视为已知的有机体，将其转化为

“物”和“人格”，追求人与物之间“感应”的认知规

律。“黑白图像”和“阴阳共存”支持人的主观意识与客

观存在的共存与认识，认为知识的完善是“天人合一”

的王国。这种知识观和知识观首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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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理想知识观，突出了中国文

化强调主体意识的特点。这一特点是培养创造力的前

提。由此产生了中国写意画的造型观。当你选择“表达

思想”的表现形式时，中国画以“徒手刷”为目的，注

重“神”，以“形式”为原则，不注重物体的暗光和体

积。它不追求事物与意象的现实关系，而是确立了“墨

线”这一古老而朴素的符号“意象”，赋予它更丰富的情

感内涵，形成了中西绘画从形式到本质的差异。不同的

思想产生不同的美术表现。不同的美术表现形式反映了

不同的思想。在特定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画的“自由”

表达是中华民族理想、抱负和“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

中国画有几千年的历史，从警戒国的丝绸画到敦煌的壁

画。从唐代的泥马到山水花鸟唱和元代。从徐渭、石涛

到现代齐白石、张大千，许多作品并不是简单地表现

“笔墨”技法的技巧和高度。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关

掉“形象”思维和美术“自由”创作智慧之光。这些作

品突破了客观事物的光影、体积和写实技法，将对事物

的理解提升到了“神意”，使中国画形成了“笔尖”、“不

求形似”等独特的绘画风格“以形写神”，丰富的“情”、

“理”、“性”和美术欲望的合法表达，构成了以“自由

笔触”为核心的中国画的独特性和伟大性。

三、中国国画欣赏在高职院校非专业课程中的教学

方法

（一）与学生所学专业进行有效结合

高职院校不同专业的学生对美术知识的接受和吸收

因专业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美术教育的方法和内容

应结合老年学生的需要加以界定和调整，以丰富美术教

育的内容和形式。为了让没有美术基础的普通班学生学

习真正感兴趣的中国美术，接受中国画，必须在课前引

导他们了解中国画的常识。此外，我们必须进行信息化

教育，并详细分析问题。比如说，教学的对象是中文系

的学生时，教学当中可以将中国古代诗歌融入到中国国

画欣赏教学当中。我国古代时期，有着在画上进行题诗

词的习惯。在画的留白处的适当位置，进行提词将能够

很好的提升画的整体美感与艺术价值。在中国国画欣赏

的教学当中，教师可以通过对国画中的题诗作为切入点

进行教学。又或者，教师还可以将一些中国著名的国画

历史背景，与一些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理解的古诗词进行

结合，引导学生观察、思考、实验和欣赏，在相关联的

过程中，帮助学生对中国国画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二）加强课堂讨论

由于艺术有着多元性，每个人的审美标准也不同。

有些人喜欢画笔，有些人喜欢双手自由的画笔，有些人

喜欢黄色标记，还有一些人喜欢许曦。学生们经常在课

堂上说一句话。沟通和沟通，更好的方式是讨论。比如，

因为她喜欢这样的作品，她的观点是什么。课前从图书

馆或网上收集相关资料，然后在课堂上讨论。学生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自己的观点，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表达

自己的感受。通过课堂讨论，可以激发学生主动获取知

识，促进学生掌握事物的特点，更全面地掌握知识，拓

宽知识面，促进知识的整合。当然，在中国的绘画教育

中，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培养审美观念比传授作品

知识更重要。例如，我们知道《洛神赋》中描绘的情节，

但我们仍然无法理解绘画的完整含义，因为我们不了解

顾之志的美术思想和绘画特征。注意培养学生的道德意

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在培养学生审美需求的过程中，他

们获得了道德美术的升华。其目的不是为了多画画，教

育目标也不是研究的主题。因此，我们不应接受带有特

殊主题色彩的学术和知识课程。

（三）注重教学内容的多样性

当今的科学与经济水平发展十分迅速，教育模式也

已经不再需要拘泥于过去的那种单一的教学形式。教师

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将与教学内容进行有效结合，让教

学方式能够更多样。一般来说，中国画以羊皮纸画和其

他以纸和丝绸为主要材料的美术作品为主。然而，隋唐以

前羊皮纸画很少。像探索隋唐以前的绘画一样，美术史上

的墓室壁画和石窟壁画已经融入了中国美术史。要欣赏这

些画，必须结合当前的情况来欣赏。美术的欣赏主要在于

视觉感官之上的感受，而多媒体技术能够很好地将美术作

品直观的展示到学生们的面前，让学生们能够更好的感受

艺术作品的魅力。教师也能够定期带领学生们到艺术展馆

去进行参观学习，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深度。在

某种程度上，非美术类学生也会给他们的专业灵感。

四、结束语

中国国画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拥有着自己独特魅力的艺术形式。在高职非艺术专业

中，开设《中国国画欣赏》课程，能够很好的起到美育

教育的同时，让学生们能够更了解传统文化，用心体会

中国传统文化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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