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7

2022 年第 4 卷第 6 期

教育论坛

课程教学

中国人物画创作课程中“艺术 + 思政”教学模式的
实践与探索

李　杰

（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中国人物画是我国绘画领域的一朵奇葩，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风绘画形式，浓淡相宜的色彩艺术、留白艺术和独特的线条艺

术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国人物画创作》教师要挖掘中国人物画艺术魅力，打造“艺术+思政”教学模式，带领学生鉴赏红色作品，

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结合工笔画渗透工匠精神，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绘画态度，运用新媒体渗透思政教育，促进绘画与思政

教育的融合，举办中国人物画班级画展，让学生继承优秀传统艺术，增强学生文化认同感和自信心，提升学生中国人物画绘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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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物画创作》课程主要围绕工笔与写意人物写生、人

体写生、笔墨技法等开展教学，展现了中国人物绘画的艺术成就，

有利于让学生真正掌握国画笔墨技法、留白艺术、染色技法和线

条艺术，有利于激发学生创作灵感，让学生的中国人物画更加生

动传神。教师要积极渗透课程思政理念，挖掘中国人物画创作中

蕴含的思政元素，把艺术教育和思政教育融为一体，挖掘红色文

化作品，带领学生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利

用工笔人物画和写意人物画渗透工匠精神教育，鼓励学生不断追

求新高度，运用新媒体、班级画展等方式渗透思政教育，培养学

生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艺术态度，激发学生对国画艺术的热爱，

增强学生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构建中国人物画“艺术 + 思政”

教学新模式。

一、《中国人物画创作》课程融入思政教育的现状

（一）学生重绘画技法轻思政教育

《中国人物画创作》课程专业性比较强，不仅要求学生具备

扎实的国画绘画基础，还要求学生熟悉人体结构、墨色变化等专

业知识，很多学生更注重课程技法和绘画技巧的学习，对课程中

渗透的思政教育并不太重视。例如很多学生把学习重点放在了工

笔人物画临摹训练，中国画人物线条与墨色搭配等专业技能上，

忽略了挖掘和学习中国人物画作品蕴含的思政元素，难以深入体

会中国人物画作品情感价值，反倒影响了学生中国人物画鉴赏、

创作能力提升。

（二）教师对思政元素挖掘不够深入

虽然很多高校美术教师学习了课程思政理念，尝试在《中国

人物画创作》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但是对教材思政元素挖掘不

够深入、思政教育渠道比较单一，难以激发学生参与思政教育的

兴趣，影响了学生对中国画艺术的认知。例如教师在工笔人物画

创作教学中，更侧重讲解白描、墨色变化和留白艺术等专业技能，

规范学生笔法和墨色搭配技法，培养学生耐心细致的学习态度，

但是却忽略了讲解红色文化主题人物画、知名国画大师作品，学

生对传统国画艺术中蕴含的家国情怀、和谐理念了解比较浅薄，

影响了思政与国画艺术的融合。

（三）缺乏“艺术 + 思政”理论和制度保障

《中国人物画创作》课程与思政教育之间的融合还不够深入，

存在思政与艺术教育“两张皮”的情况，“艺术 + 思政”育人体

系尚未建立，美术教师只能“单打独奏”，自行制定思政教育方

案，影响了专业课育人质量。例如学校只是推广课程思政建设，

却忽略了组织美术教师进行研讨会，没有明确思政教育融入课程

的切入点，艺术课思政教育评价标准以及美术教师绩效考核标准，

导致《中国人物画创作》思政教育缺乏制度保证，影响了美术教

师开展思政教育的积极性。

二、课程思政理念融入《中国人物画创作》课程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激发学生创作灵感

教师可以运用思政教育丰富《中国人物画创作》教学内容，

从多个角度讲解中国人物画创作技巧，带领学生从多个角度鉴赏

中国人物画作品，让学生了解工笔、写意人物画精益求精、浑然

天成的艺术风格，从而激发学生的中国人物画创作灵感。例如教

师可以带领学生鉴赏宋代工笔人物画，了解宫廷风人物绘画特点，

体验宋代画师细腻自然、精益求精的绘画风格，鼓励学生把这一

风格融入自己的创作中，进一步提升学生中国人物画绘画水平。

（二）有利于培养学生工匠精神

中国人物画不同于西方油画，线条更加细腻，画面配色更加

清新，画面中多有留白，而不像西方油画一样布满整幅画，可以

带给观众无限的遐想。工笔人物画讲究细致入微，生动刻画人物

五官、表情、服饰和周围环境，追求浑然天成、生动传神的艺术

风格，体现了中国画师一丝不苟、细致入微、精益求精和开拓创

新的创作风格，这就是传承千年的工匠精神。美术教师可以工匠

精神渗透在中国人物画创作教学中，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创作对象，

抓住人物特征进行创作，细腻勾勒人物服饰，做好人物画配色，

让学生抓好人物画细节，让他们养成良好的创作习惯。

（三）有利于陶冶学生道德情操

一代代中国画家用画笔记录了历史变迁，用人物画记载了中

华民族顽强不屈、勤劳朴实、艰苦奋斗、热爱祖国的民族精神，

可以陶冶大学生道德情操，为他们树立良好的人生榜样。美术教

师可以筛选红色文化主题中国人物画作品，例如刘文西中国人物

画作品，让学生感受画中对革命英雄人物的歌颂，对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斗场面的刻画，让学生感受中国共产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革命英雄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和保家卫国的

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提升学生道德素养。

（四）有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人物画体现了我国绘画艺术的杰出成就，代表了我国艺

术家精益求精、追求完美、推陈出新的艺术追求，展现了独特的

笔墨文化，对现代绘画艺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美术教师要把工

笔人物画、写意人物画等融入教学中，为学生讲解独特的笔墨文化、

白描手法和线条艺术，端正学生对传统绘画艺术的态度，鼓励学

生积极进行中国人物画写生训练，增强学生对国画艺术的认同感，

把传统文化教育融入《中国人物画创作》课堂。

三、《中国人物画创作》课程“艺术 + 思政”教学策略

（一）多角度渗透思政教育，激发学生绘画兴趣

高校美术教师要打开思路，对《中国人物画创作》教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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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分析，结合不同模块渗透思政教育，把艺术和思政教育融为

一体。首先，教师可以在工笔重彩人物绘画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

从工笔人物画绘画技巧、色彩搭配等入手，鼓励学生自主调配颜

色，激发学生创新思维，让他们掌握中国人物画配色技巧，提升

学生色彩敏感度，为后续中国人物画创作奠定良好基础。其次，

教师可以进一步讲解中国人物画创作步骤，让学生掌握人物画创

作过程中的三种形式与过程，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能力和一丝不

苟的绘画习惯，尽快提升学生人物画绘画能力。第一步，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进行构思与立意，抓住人物特征来塑造形象，让人物

画一下子就可以抓住观众的眼球，凸显出人物画创作立意。第二，

人物画构图要先于构思，例如在人物写生训练中，教师要引导学

生对人物形象进行加工、提炼，规划好人物画创作细节，利用笔

墨形态塑造人物。第三，教师要引导学生结合历史、文化等背景

来进行构思，先确定人物画构思立意，再来确定人物画构图，例

如可以结合抗美援朝战斗英雄来进行创作，展现特定历史背景下

涌现的英雄人物，让观众通过人物画了解历史，了解英雄人物。

美术教师要不断开辟新的思政教育渠道，用好教材插图，利用人

物画写生训练、人物画名作鉴赏开展思政教育，进一步激发学生

人物画创作灵感。

（二）融入红色文化作品，激发学生创作灵感

绘画作品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可以对真实历史事件进行

艺术化创作，利用色彩、线条等渲染历史事件，让观众通过绘画

作品了解历史，启发观众情感共鸣。例如美术教师可以把红色文

化融入中国人物画教学中，把英雄人物作为教学素材，鼓励学生

搜集革命英雄相关新闻和照片，鼓励学生利用中国人物画抒发自

己对英雄人物的敬佩之情，进一步激发学生创作灵感。例如教师

可以把抗美援朝融入中国人物画教学中，先用微课播放关于战斗

英雄邱少云的相关新闻，并为学生推进一些红色题材作品，鼓励

学生为邱少云创作一幅中国人物画。今年是邱少云逝世 70 周年，

他少年参军，主动请缨奔赴朝鲜战场，战斗中身先士卒，为了不

暴露目标，在烈火中一动不动，不幸牺牲，这一英雄事迹可以让

学生了解中国志愿军英勇战斗的事迹，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美术

教师可以激励学生结合这些红色题材来创作人物画，让学生利用

互联网查询邱少云相关史实，让他们结合自己搜集的资料进行艺

术创作，让学生在人物画创作中接受爱国主义熏陶，进一步提升

学生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有的学生选取了邱少云在烈火中牺

牲的场景，利用熊熊燃烧的红色火焰作为背景，刻画了邱少云趴

在草地上一动不动，满头大汗却纹丝不动的场景，展现了他钢铁

般的意志，这样的人物画会带给观众更强烈的视觉冲击，真正把

红色文化融入艺术教学中，实现了家国情怀和艺术素养的双提升。

（三）融入工匠精神教育，提升学生艺术素养

工笔人物画讲究精雕细琢、细腻刻画，而写意人物画则是讲

究狂放不羁的笔触，飘逸淡雅的风格，都体现了中国画家独具匠

心的创作精神，展现了中国画家身上的工匠精神。美术教师要把

工匠精神融入中国人物画教学中，从线的用笔、墨色层次和细节

刻画等角度入手，展现人物画细腻传神、精益求精的创作风格。

第一，教师可以讲解中国人物画中线的基本用笔，下笔时讲究“实

入虚出”，绘制人物形象时摁笔而入，提笔而出，让线条自然呈

现出亦实亦虚的特点，可以用来勾勒人物的衣着、肌体转折，在

绘制人体骨折或背景山石时，则要“实入实出”，绘制时摁笔而

入，顿笔而出，在绘制人物头发、衣服褶皱等柔软物体时，则要

“虚入虚出”，用笔虚起，摁笔走虚锋，提笔收尾，培养学生精

益求精的创作态度。第二，教师可以讲解中国人物画墨色分类与

配色技巧，我国著名国画大师黄宾虹把墨分为浓、破、积、淡、泼、

焦和宿等七种，创作时要根据人物特点、光线等选择墨色。例如

当我们创作老人写意画时，需要先确定构图与人物形体，使用焦

墨勾勒老人凌乱的头发，沿着额头再往下画，着重表现老人的五

官，运用淡墨轻皴的手法勾勒颧骨，利用深浅不一的墨色表现老

人脸上的皱纹。学生要练习墨块调色，掌握墨色浓淡、干湿变化，

掌握不同墨色的用笔方法，例如干笔要用湿墨来滋润，浓墨点醒

可以让人物看起来更加精神，掌握好墨色的运用，提升自身中国

人物画绘画能力和艺术素养。   

（四）举办班级人物画画展，增强学生自信心

高校美术教师要尊重学生灵感，鼓励学生自由创作，让他们

发挥自己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力和创作力，进一步激发学生中国

人物画学习积极性，为他们举办班级画展，激发学生创作热情。

例如教师可以组织“红色革命英雄中古国人物画画展”，鼓励学

生自主创作一幅工笔人物画或写意人物画，展现个人绘画才艺。

首先，教师可以鼓励学生继续探究邱少云革命事迹，描绘邱少云

少年苦恼，青年被抓壮丁，以及入伍，申请作战，最后牺牲的奋

斗过程，以及中朝人民对他的怀念，引导学生在这些真实史料基

础上创作人物画，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更有感染力。其次，教师

可以组织班级人物画展览，鼓励学生踊跃参赛，每人至少提交一

幅人物画作品，以匿名的方式进行评比，让学生选出最佳人物画。

学生艺术鉴赏、中国人物画创作水平参差不齐，选取的邱少云英

雄事迹也不太相同，美术教师可以对学生提交的作品进行整理，

形成连续性的主体性作品展览，展现本班学生出色的中国人物画

创作水平。此外，教师可以拍摄中国人物画画展视频，介绍每一

幅作品特色，重点介绍获奖作品，并把这些作品分享到学校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向全校师生展现学生绘画水平，展现“艺术

+ 思政”教学成果，营造良好的校园艺术氛围，激励更多学生学

习中国人物画创作。

四、结语

高校美术教师要立足《中国人物画创作》课程特点，精心设

计“艺术 + 思政”教学方案，结合工笔人物画和写意人物画特点

开展思政教育，以工匠精神、红色文化为抓手，增强学生对传统

文化的认同感，培养学生工匠精神，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和创作灵感，

让他们沉浸在人物画创作中，进一步提升学生中国人物画创作能

力，提升高校美术专业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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