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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油画教学的改革路径研究分析 
纳建宁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银川  750021） 

摘要：本文基于油画专业教学改革发展历程，探究出高校油画教学的改革路径与教学措施，其中包括加强学生的基本功训练；

实践与理论应并驾齐驱；油画“语言”教学；完善古典油画教学体系；油画思政育人等方面，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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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几年来，各大高校不断拓展教学领域，加强教学与实习的结

合，加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拓展和加深了理论基础，增

强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在长期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油画系应坚持“以

教育为本、以社会为本、以社会为导向”的教学改革宗旨，以扎实

基础、锤炼实践性、加强人文素养、加强基础理论、运用、技能培

训等为核心，确保发挥改革实际成果，持续提高学生的基础理论和

综合素质。 

1、油画专业教学改革发展历程 
1.1 具象写实教学阶段性进展 

高校油画专业在具象现实主义方面建立了多种类型的绘画艺术

工作室，并建立了以工作室为单位的教学和科研系统。高校油画系

各个工作室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提倡正面的视觉思考与探索，并

加强内部的精神元素，强化视觉感知的培养，逐步提升了油画作品

教学的表现能力。强调高校油画工作室的特点和基本训练的关系，

特色和规律之间的关系，注重学生的创造性和指导性。在这样的基

础上，高校油画系依托多元化的教学理念与科研环境，已取得了阶

段性的成效。 

1.2 新环境变化 

高校油画系在 2011 年其逐步适应了教育教学的新环境变革，加

强对学生创造力、想象力的培养，对原有的教学架构与油画系工作

室系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从学生入学，到具体领域，建立了三个

并行的工作室。其中包括在大一、二年级的基本教学中，采用了“通

识”的教学方式，既要保持“写实”的传统，又要注重培养学生创

造性精神。在大三之后，逐步引入具有一定个性特征的引导型教学，

从而使学生的创造性实践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并在此基础上，引

导学生逐渐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艺术风格。在此基础上，结合课程

内容，构建符合美术教育发展规律的学科体系，使其具有以下几个

方面：以适应高校油画教育发展的规律为主线，通过对师资力量的

整合，培养出具有创造力、创新能力的多学科、多层次的复合型人

才；在课程结构上，高校油画系从原来的“造型”与“创造”两大

部分，调整为“理论”基础训练、造型基本规律以及学习研究、油

画创作实践等几个板块，其总体比例为 10%,60%,30%。这几个板块

各自有自己的特点，彼此联系，互相渗透。 

1.3 新创业教育改革 

在高校油画教学改革过程中，从 2017 年，各大高校油画系深化

了学院创新创业教学改革的实践目标，不断提高油画专业的办学特

色，深化了我国教育改革需求，以确保完善高校油画专业教学优势，

根据有关的人才培养方案以及要求为基础，着重探讨了传统美术与

现代视觉法则的衔接需求，进而在创新教学方式、研究特色教学等

过程进行了改革与探索。同时，高校在不断坚持传授传统现实主义

基础知识和技巧的基础上，还需对当代美术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入探

索，进而把握全方位育人需求，持续研究与改革创新发挥其创业教

育改革独有的优势[1]。 

2、高校油画教学的改革路径与教学措施 
2.1 加强学生的基本功训练 

首先，在油画专业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扎实基础知

识与艺术技能，其油画的基本功训练一般包括：线条、造型、光线、

色彩、质感等，这些基本训练也是艺术家利用其油画语言创造、表

达作品的关键，无论在古典油画领域还是现代、抽象、装置艺术等

都需遵循其基本功训练以及其独有的油画语言。在实际训练过程中，

教师应让学生熟练地掌握和使用油画语言， 主要的方法为写生与

素描。素描在基本功训练中，主要训练学生的心、手、眼的结合，

以确保学生可逐步感知美的韵律，观察物体的光影和结构变化；写

生是培养学生们进一步观察、捕捉、凝练、获得灵感的一种重要手

段，在写生训练中，学生可体会到变幻不定的颜色和转瞬即逝的光

影，领略到大自然的壮美。但在写生基本功训练过程中，教师应注

意其不得代替油画创作。许多中国现代油画都具有很强的习作特征，

若缺乏想象力与创造性精神则无法创造出“灵性的油画作品”正如

邵大箴说：「不管是油画，还是其他艺术， 根本的艺术基础为技巧

与技法。」他痛心疾首地指出：「有些高校油画教学，不仅缺乏基本

功训练，也没有注重素描、写生等基本教学，甚至舍弃了技，让学

生自由发挥。」这种教学模式不仅与高校油画改革背道而驰，还在某

种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其次，高校油画教学的改革过程中，为确保学生可创造出具有

灵性的油画作品，应持续加强对学生基本功的训练与培养。艺术的

灵感需学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精神以及想象力。教师应明确认识到，

若学生缺乏基本功则无法发挥自身的创造性能力。同时，为有效提

升油画系教学质量，教师应按照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向，确保基本训

练可达到多元化教学需求，以此持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拓展学

生的专业能力[2]。 

2.2 实践与理论应并驾齐驱 

在高校油画系改革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确保将实践与理论相

结合。首先，通过对中外艺术史的研究，可以使学生在时空坐标上

形成坐标系统，即时间坐标和地理坐标，此方式可使学生能够更好

地找到自己的位置，为自身艺术发展指明正确的道路。另外，在积

累艺术史知识的同时，对于艺术家来说，通过临摹、分析、研究这

些中外大师的油画作品，可以加深学生对绘画语言和艺术创造的联

系，使学生不断激活自身的艺术创造思维。在艺术史上，每个画家

都是从前辈那里吸取经验，比如劳特累克、马奈、委拉斯贵支、毕

加索、大卫·霍克尼等。为此教师应多为学生科普有关的艺术家风

格，以开阔学生的眼界提升学生的艺术表达能力。 

同时，教师还应特别注意我国现代艺术史与美学发展落后，应

当归咎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混乱现象，个别活跃在评论界的理论家缺

乏基本的艺术知识，对中国艺术本身的特征漠不关心。这一认识上

的困惑，造成了油画传统教学体制的崩塌，也影响到了高校油画教

学的改革发展。如同靳尚谊所担忧的一样，“高校油画系的学生们开

始怀疑油画的发展，从而放弃了油画，而转向了艺术概念和空间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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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在此，教师应明确了解到写实油画在我国的发展地位以及五千

多年文明的记载，在我国持续加强美育改革后，油画系也应按照我

国人才培养方向，确保发挥自身的优势，达到油画改革 大化进程。

其次，在油画专业的教学中，教师需积极鼓励学生在形式语言和技

术素材方面进行尝试与探索，使传统与前卫各自走在前列。 

例如，在色感训练过程中，教师应基于理论性知识让学生在实

践时敢于探索前卫的油画理念。如，色感是通过对事物本身颜色的

认识和对其内在颜色的比较，以理解周围的颜色。教师可将环境色

进行“强化”表现，这是由“黑白灰”对比向“冷暖”对比的转换

过程。在训练中，教师可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艺术家作品，完成

色彩辨别。在色彩辨别后，用油彩把颜色一一调好，然后临摹；选

取清晰的颜色关系，进行描绘；选择红，黄，蓝三种颜色倾向的组

合。需注意三种色彩的静物之间关系；创造出 丰富的颜色效果，

反映其内在的个性和潜能，彰显前卫与传统结合的艺术理念[3]。 

2.3 油画“语言”教学 

油画是属于我国的“舶来品”。从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期，

大批中国画家赴欧美日求学，其将油画教学方式引入中国，并跟随

着它的脚步，并逐步与中国的美学理念相融合。当下油画“中国化”、

“民族化”已成为中国油画家研究的热点。靳尚谊表示，「油画创作，

不在于观念、风格、创新。」只有对油画的语言有了一定的了解，我

们才可以谈论绘画的概念和创造。没有语言，没有思想，即没有创

意。在高校油画系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国，教师应了解到整个油画

教学的改革体系是对油画语言形式进行再次探索，以确保学生针对

油画语言进行掌握，形成独特的个性化语言特征，去组织形象、扩

展结构、激活色彩、渲染意蕴，使学生在实际创作过程中，结合油

画语言传递出个人喜爱的艺术意境和人生情感。在此教师应积极培

养学生的艺术素养以及审美取向，通过对几何结构的仔细思考，删

减，提炼出物象，培养学生的创造性精神以及想象力。 

具体教学步骤如下：让学生自行收集和整理有关材料完成对画

面的构思；图片内容与主题研究（内容丰富、主题意义、情感真切）。

教师指导学生确定画面的主题研究（构图的含义、结构的规则、结

构的方法）。学生自主完成构图立意：确定小草图，初步确定作品的

表达方式（包括主题选择的方法）。 后将完成的小草图进行局部技

法研究与实验，形式化油画语言，完成创作[4]。 

2.4 完善古典油画教学体系 

古典现实主义油画是人类绘画史上的巅峰。这种深邃而又优美

的风格，外在的具象之下，蕴藏着的精神之美，其正是高校油画教

育改革应具备的教学体系。在完善古典油画教学体系时，教师应在

古典写实油画材料、技法以及制作步骤的基础上，使学生在今后的

油画创作中能够更好地运用自身的写实能力与画面控制能力，提升

自身的绘画技巧。 

在对传统写实油画的基本技巧有了一定的认识后，教师可就其

主要的绘画技巧进行细致的阐述，进而使学生对古典油画创作过程

与技法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握，这对于制作精细、严谨的经典写

实油画非常重要。数百年来，通过对传统现实主义绘画的不断探索，

其他创造出了各种不同的绘画手法，从而达到了丰富的表现效果，

下述将提出主要的技法教学[5]。 

（1）透明覆色法 

该办法即用不含白色的颜料，仅仅用调色油稀释后的多层绘画。

每次涂完后，再下一层上色，因为每一层的色彩都比较淡，下面的

色彩可以隐约地显露，与上面的色彩形成细微的变化。在实际教学

中，教师可让学生观察深红色层与蓝色结合的状态，以得到蓝中带

紫，又冷又暖的丰富效果，这种色彩在调色板上无法调出，教师可

让学生在实际绘画中加以应用。 

（2）不透明覆色法 

在油画创作过程中，首先用单一的色彩来描绘人物形体的轮廓，

再用不同的色彩完成造型，深色的部分通常细，而中央色调和明亮

部分则为厚。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将色块对比，让学生在练

习中观察因厚度不同，所以画面呈现出了丰富的色彩韵律和纹理。

透明和不透明并没有严格区分，诸多画家往往将其应用于一张画中。

在描绘处于暗部或阴影中的物体时，运用透明的叠色可以产生稳定、

深邃的体积感和空间感；不透光覆盖法可以很容易地塑造出非阴影

部分的形状，从而提高画面色彩的饱和度[6]。 

2.5 油画思政育人 

在高校油画教学改革过程中，应有效渗透课程思政理念，主要

可从如下方面进行。 

（1）讲解油画发展历史 

通过对中国现代油画和西方油画的比较，可使学生们更好地理

解当代油画语言的本土化发展，意识到客观化的理性思考和以人为

中心的主观表达同样重要。 

（2）因材施教 

针对每一位同学的个性发展诉求，对其进行针对性的辅导，并

鼓励学生在达成基本的作业标准后，发挥自身的创造性精神。同时，

引导学生树立自强、自爱的自觉意识，发掘自我，勇于创新，树立

正确的人生态度。透过一系列的教学活动，使同学们感受到艺术的

乐趣和艺术所体现的人文关怀[7]。 

（3）突破传统 

鼓励学生在考试中打破传统的水粉静物思维方式和绘画方式，

激发学生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精神。其中，学生思维方式的突破

也包括西方美术史以及优秀作品的欣赏、阅读绘画等内容。在此基

础上，教师还应注意到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趋向，自觉地对当代的美

术现象进行辩证思考。而绘画形态上的突破则在于性格、勇气、前

期经验的积累，在此教师应让学生们认识到自身应在画技上有所突

破，并逐步达到循序渐进的发展体系，才可将量变转化为质变[8]。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校油画教学改革不仅要注重通识教育，还应为学

生提供较为完整的知识架构及广阔的眼界。在此过程中，教师应努

力挖掘油画与思政、语言、艺术等融合体系。同时，教师还应将实

践性教学与艺术体系的关键环节整合在一起，形成学术+基础训练的

育人模式，进而在培养学生创造性精神的基础上，加强其内在心理

因素，强化其视觉感知的锻炼，不断提升学生油画作品的表达力度。 

参考文献： 

[1]余琦. 浅析中国高校现代油画教学的多样化[J]. 美术教育研

究,2021(16):124-125. 

[2]郜汐. 探究创造性思维在高校油画教育教学中的构建[J]. 佳

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1,37(12):73-75. 

[3]米尔艾合买提？尼亚孜. 关于高校油画教学中色彩的实践与

思考[J]. 美术教育研究，2021(15):110-111. 

[4]黄朝阳. 高校油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途径[J]. 美与

时代（中旬刊）·美术学刊,2021(2):85-86. 

[5]魏媛. 探究多元化教学在中国高校油画教学中的应用价值[J]. 

美术教育研究,2021(20):144-145. 

[6]唐亮. 高校美术专业城市风景油画写生教学研究[J]. 当代教

育理论与实践,2021,13(1):87-91. 

[7]周春燕. 谈多元美术文化发展背景下的高校油画教学[J]. 美

术教育研究,2021(18):136-137. 

[8]黄贤辉. 高校油画风景写生教学策略研究[J]. 美术教育研

究,2021(23):130-131. 

作者简介：纳建宁，1962.11，男，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教授，大学本科学历，研究方向：油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