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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外出考察课程纪实 
庄会秀 

(西安美术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710065;中国艺术研究院  北京市  100029) 

摘要：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自 2000 年开始招生，20 余年来经历了多次教学改革，其中为数不多的未曾间断开设的课程中

就有第三至第六学期的外出考察课。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与完善，该课程作为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不可或缺的一个教学环节成为

特色课程之一，体现了西安美术学院理论研究和教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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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写生是美术学院重要的教学环节，地处西北的西安美术学

院对这一教学环节也非常重视，在每年的教学院历中会按照教学计

划，在固定的教学周暂停公共文化课的教学，让各系师生外出写生。

开设于美术学院的艺术学理论相关专业灵活地将外出写生时间安

排为外出考察，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回顾西安美术学院美术

史论系的办学历史，我们发现外出考察课已经成为教学体系中非常

重要的课程，自建系之初至今未曾间断，是重要的教学环节。本文

从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外出考察课的开设情况、课程特点、课

程开设的保障与助力三个方面，在纪实的基础上分析相关问题。 

一、外出考察课的基本情况 

1.时间与路线 

外出考察课是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的必修课程，共分为 4

次。其中 2 次分别在第三、第五学期的第六至第九教学周，即 10

月份的秋季外出考察课；另外 2 次分别在第四、第六学期的第十一

至第十二教学周，即 5 月份的春季外出考察课。第三、第五学期的

秋季外出考察课时长为 4 周，第四、第六学期的春季外出考察课时

长为 2 周。 

外出考察课的路线设置相对比较自由，在每个学期的开学初由

带队教师规划并经美术史论系和教务处审核后即可。如果出现特殊

情况，可以对路线进行临时调整，如 2020 年秋季外出考察课的原

定路线中有几条路线的目的地在陕西省以外，但因为疫情防控要

求，不能出省，所以都更改为陕西省内路线。目前美术史论系外出

考察课走过的路线基本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向东去

过江苏徐州、向南去过云南婺源、向西去过新疆乌鲁木齐、向北去

过山西大同。去往频率比较高的地点有北京、上海、苏州、南京，

以及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新疆等省份的诸多区域。 

2.开设与发展 

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于 1999 年建系，2000 年开始招生，

在第一届学生的第三学期便开设了外出考察课，地点是甘肃天水麦

积山石窟，全班同学在麦积山石窟 4 周时间，不仅对塑像和残留的

壁画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而且对麦积山石窟的大多数塑像都分工绘

制了实测图。之后的外出考察课程有户外写生，有永乐宫壁画临摹，

有美术展览参观，有文化遗存考察，有民间手工艺调研。因为是第

三到第六学期，每次都只有二、三年级外出考察，在 2013 年之前，

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只有美术学一个专业，招生人数相对较

少，有时候两个年级分为 2 队，有时候合为 1 队。2013 年增设了艺

术设计学专业，2014 年增设了艺术史论专业，2015 年增设了文化产

业管理专业（后改为艺术管理专业），学生人数直线上升，专业方

向也各有不同，外出考察课便以每个班为单位。目前美术史论系的

在校生大二、大三共有 10 个班级，五月份和十月份会分 10 队出发，

如果其中 2 队选择的路线完全重合，也可以合为一队。 

3.教学成果 

外出考察课的教学成果形式很丰富，有文物考察实测图、调研

报告、绘画作品、影像作品等，一般由带队老师在设计考察路线时

便提前规划好，在外出考察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20 余

年来积累了很多优秀的教学成果，有些文物考察实测图和民间手工

艺调研报告作为比较重要的资料保存在系资料室，很多同学的壁画

临摹和户外写生作品成为大学四年最满意的绘画习作。 

外出考察课的另一教学成果则体现在，学生在论文选题时，很

多都选择外出考察课程中感兴趣的对象进行研究，尤其是在毕业论

文的选题中，每年都有多篇论文缘于外出考察课中见到了所研究的

实物，并发现了问题。 

二、课程特点 

1.稳定性 

梳理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自建系以来的课程设置，外出考

察课在开设上的稳定性非常明显。美术史论系从一个专业发展至四

个专业，中间经过多次教学改革，专业课程设置也屡经改变，不曾

间断开设的课程除了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两门专业基础课和大

四必备的毕业论文辅导课，其他从建系初一直开设至今的课程仅有

外出考察课。而艺术概论、美学、设计史、民间美术、艺术史学史、

艺术史研究方法论等艺术学理论学科常开设的专业课程或者是中

间停课过一段时间，或者是最开始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开设、后来才

增设，或者是中间改为仅在一个专业开设。 

从西安美术学院其他系的情况看，2011 年前后设计系、环境艺

术系等多个系陆续取消了春季外出考察课，只保留秋季外出考察课

程。而美术史论系在这次全校大范围的调整中保持外出考察课程不

变，该课程的稳定性也是比较明显的。 

2.灵活性 

外出考察课虽然是一门课程，但是路线的设定比较灵活，教师

可以根据当年的博物馆、美术馆展览等情况设定。路线设定好后，

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虽然需要教务处审核，只要

合情合理都可以通过。在考察过程中如果遇到天气恶劣等情况，还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做出路线的调整。路线设定的灵活性给予了学生

了解美术前沿的机会，西安美术学院地处西北地区，在艺术展览方

面无法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资源相比较，每次外出考察前，

师生都会关注考察期间比较重要的展览，并对路线做出调整。比如

2016 年，乌镇举办了“乌托邦·异托邦——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

展”，虽然在美术史论系之前的外出考察路线中从来没有过乌镇，

2014 级艺术史论专业得到展览信息后，很灵活地将乌镇列入考察计

划，全班同学都得到了观摩当年非常重要的一次当代艺术展览的机

会，激发了很多同学对当代艺术的研究兴趣。2017 年，闭馆五年的

湖南省博物馆重新对外开放，美术史论系 2018 年的多个专业都将

长沙列入考察计划，一方面因为马王堆等地处湖南的古代遗存出土

了很多美术史、设计史上重要的文物资料，另一方面，作为当年的

热门话题，年轻的大学生们比参观其他的博物馆表现出更大的兴

趣，注意力更集中，考察学习的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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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考察课的灵活性还体现在教学内容上。在设定路线的同时

教师会计划好教学内容，学校没有具体要求，可以按照学生的情况

灵活安排。在考察的过程中，教师也可以根据具体完成情况，对教

学内容做出调整，这种灵活性非常有利于因材施教。因为每年的招

生情况不同，每一届学生入学时的专业基础也不同，虽然在课堂上

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授课内容，但是因为课程体系都是一环扣

一环的，前一门课没有达到既定的教学目的，后一门课会受到影响，

调整的灵活性不强。而外出考察课恰好可以根据该班级的情况设定

教学内容，哪个部分薄弱补哪个部分，哪方面需要加强可以加强哪

方面的训练。 

三、课程开设的保障与助力 

上述外出考察课的两个特点可以说是并存的，正是因为其灵活

性，才实现了其稳定性。然而一门课程不间断地开设 20 余年，除

了灵活性，还有很多其他相应的保障和助力。概括而言，以下三点

不容忽视。 

1.教务处课程设置的保障 

外出考察课能够从首届招生就固定在第三至第六学期的春秋

季节，直接原因是西安美术学院在全校课程设置上的保障。在每年

的五月和十月，全校的公共文化课会停课，为连续的外出教学提供

条件。自 2000 年美术史论系开始招生以来，西安美术学院进行了

多次教学改革。最开始是学期制，每个学期末进行期末考试，2002

年改为在第四、第六学期开设跨系选修课。之后又改为学年制，在

第二、第四学期的中间进行公共文化课期末考试，考试后是外出考

察课和选修课的教学。再后来缩减了选修课，在第四、第六学期外

出考察返校后，先开设一门专业课，再开设选修课。这中间无论怎

么改变，可以安排外出考察的时间始终没有变。 

在外出考察课的课程设置上，教务处统一安排了秋季外出考察

课汇报展，给每个系划分展区，并组织会看和评奖。虽然美术史论

系外出考察课的目的与其他各系不同，教学成果在形式上也与其他

各系有很大区别，但教务处一直坚持给美术史论系划分展区，支持

美术史论系与其他各系一同展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师生的

热情。 

2.美术史论系对外出考察课程的重视 

2001 年 1 月，在首届学生第一个期末考试结束的第二天，美术

史论系的王宁宇、李凇、刘立三位老师就带全班学生赴陕西关中平

原中部的三原县进行实地考察，虽然因为临近年底，考察时间不长，

但体现了建系之初对实地考察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的重视。之后很长

一段时间的外出考察课，系主任都尽量带队，实在因事务无法脱身，

也会在中途和队伍汇合。2008 年，在四川美术学院主办的“第二届

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上，时任西安美术学院美术

史论系主任的赵农先生还曾就 2005 年至 2008 年自己带队的美术史

考察教学做了发言，称其为“行走的美术史”1，直到 2013 年，美

术史论系从 1 个专业方向发展为 2 个专业方向，并逐渐增加至 4 个

专业方向，招生人数增多，必须要分多个队伍出发，系主任才不再

带队，但每次出发前，系主任都会专门召集带队教师开会，强调外

出考察课的重要性。 

3.重视实地考察的学术传统的助力 

虽然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 1999 年才建系并恢复招收本科

生，但是西安美术学院的美术史论研究自建校之初就开始了，自建

校以来，先后有很多知名学者在此任教，对学生和一起任教的年轻

教师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些知名学者中有很多人的研究都是建立在

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使美术史论系从建系之初就有重视实地考察的

学术传统。通过对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诸位知名学者学术历程

的梳理，我们发现王子云、程征、王宁宇、钱志强、彭德、李青、

周晓陆、赵农等诸位先生都对实地调研非常重视。 

1952 年，王子云先生到西安美术学院的前身西北艺术学院工作

直至退休，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他完成了《唐代雕塑选集》《中

国古代石刻线画》《中国雕塑艺术史》等著作。程征先生于美术史

论系建系初调任西安美术学院，他的研究涉猎面很广，其中对彩陶

的研究、对长安画派的研究、对民族民间美术的研究都是以实地考

察为基础的。王宁宇先生于 1999 年调任西安美术学院并负责筹建

美术史论系，他的研究面同样很广，其中他最有影响力的民族民间

美术研究，一直是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认为“田野之树长青”
2，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钱志强先生也于美术史论系建系后调任西

安美术学院，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的

时候，他就很关注实地考察，毕业后与程征先生一起对黄河流域的

彩陶进行调研，完成了《黄河彩陶》一书，之后一直坚持在实地考

察的基础上进行早期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同样在美术史论系建系之

初调任西安美术学院的彭德先生于 2016 年出版的《西安当代艺术》

一书也是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2005 年在西安美术学院成立

中国艺术考古研究所的周晓陆先生本就是一位考古学家，对实地考

察的重视自不必说。李青先生致力于丝绸之路美术研究几十年，曾

经多次穿越罗布泊，在丝绸之路进行了大量的调研。赵农先生对关

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是建立在长期的实地考察基础之上，他

很早就开始对华县皮影进行调研，后来对多处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撰写了多部相关著作。除了上述 8 位学者，曾

经任教于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后来调任其他学校的李凇先生

和李星明先生也对实地考察非常重视。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上述诸位学者的实地调研涵盖了考古遗

存、民艺、当代艺术等，在多个研究方向形成了实地考察为基础的

学术传统。这一学术传统对现在在美术史论系任教的老师，学习的

学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显然成为美术史论系外出考察课程能够

一以贯之的助力。 

小结 

回顾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 20 余年的课程设置，外出考察

课程是为数不多的未曾间断开设的课程之一，这是一个值得留意的

现象。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该课程能够长期开设，且在全校教学改

革，部分专业取消春季外出考察的情况下，美术史论系能够一直坚

持在第三至六学期每学期都开设外出考查课程，得益于该课程的灵

活性、教务处在课程设置上的保障、系领导对外出考察课的重视等，

更重要的是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的学术传统和教学特点，第一

任系主任王宁宇所提出的“田野之树长青”、第二任系主任赵农所

提出的“行走的美术史”，皆体现了自建系之初对外出考察的重视。 

注释： 

[1]赵农：《行走的美术史——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考察教

学回顾》，载倪志云编《美术的地缘性》，重庆出版社 2010 版，

第 351 页。 

[2]王宁宇主编：《关中民间器具与农民生活》，学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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