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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陇东南地区油画风景写生实践教学研究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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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风景写生课、艺术考察和艺术实践类课程逐渐增加了比重。如何把提升美术类

人才培养质量与陇东南地域文化视觉表现结合是其中的内在要求。在艺术院系本科基础教学阶段，风景写

生是一件既训练整体观察方法，也训练画面构成能力和表现能力的行之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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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文化创造都一定是以特别地理环境为自然物

质基础而来，谈论文化创造与发展的可能性与现成性时，

时代的节点与空间的维度都是无法超越的因素。地方院校

艺术专业的教学展开，要考虑到这种条件的限制以及提供

的可能性。作为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的陇东南天水区

域，地处西秦岭，横跨长江和黄河流域，这里是秦人发祥

地，也是中国早期文明发祥地之一。这一区域的地理与气

候兼具北方与南方特点，素有“陇上江南”的美誉。其辉

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雄浑辽阔的地貌特征，足以给我

们当代的风景写生教学提供一个地域性的，可以深度挖掘

的写生景观和创作主题。天水是古丝绸之路重镇，拥有历

史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存，如麦积山石窟，大像山石

窟，拉梢寺石窟等。也有地处西秦岭余脉的自然风光和大

量的传统古村落遗存，近些年吸引诸多艺术院校的师生及

很多国内著名的画家写生采风。 

天水师范学院美术类专业开设的风景写生课程过去

主要集中在学校周边开展，但随着城市的扩容与变迁，学

院写生课程已更多进入周边麦积山风景区，传统自然古村

落等历史文化区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近两年来，

随着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风景写生课、艺术考察和艺术

实践类课程逐渐增加了比重。如何把提升美术类人才培养

质量与陇东南地域文化视觉表现结合是其中的内在要求。

在油画风景写生课程中通过贯彻这个原则，进一步提高学

生学习积极性，提升油画教学质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艺术院系本科基础教学阶段，写生是一件既训练整

体观察方法，也训练画面构成能力和表现能力的行之有效

的途径。 

第一要素应该是观察方法的养成与锻炼，正确的观察

方法是视觉艺术研习的前置。绘画的初习者能否习得正确

观察自然与世界万象的方法，当有赖于整体观察方法理论

的学习及持续不断的实践。在学院绘画造型基本功训练

时，必然会给学生提出一个整体观察方法的问题，这个问

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初学者能否走上绘画的专业

道路，特别是对那些选择学习西洋绘画品种的学生而言，

整体观察尤其关键。 

观察自然，积累丰富的写生经验，必须要训练敏锐的

眼睛。画家面对大自然时，对物象所呈现的整体面貌有一

个初步的印象，这个初步的印象是控制画面的一个基调，

要用有效的训练手段教学生学会捕捉。反之，如果刚开始

眼睛就落在一个局部，那么整体的韵律色调将难以形成。

今天大部分艺术生是通过画照片的训练模式通过考试进

入美术学院的，这使得初学者整体的观察方法的训练相对

薄弱，所以在进入美术学院学习时，观察方法的训练成为

一个重点。油画风景写生要求画家面对大自然时进行整体

观察和思考，根据画面需要对景象进行分析和取舍，经过

重构使画面结构与语言整体概括。所谓“艺术来源于自然，

又高于自然”就是从自然物象向画面或者其他任何可能的

艺术呈现转化之理念。在写生过程中，正确的观察方法依

赖于相关的理论知识作为指导，画家和普通人一样会去感

受生活，观察欣赏美景，但在开始写生时，画家的眼睛必

然以正确的观察方法理论作为指导，创作出生动鲜活、富

有表现力、画面构成整体和谐的作品。 

其次是画面构成能力训练。大秦岭区域群山辽阔、壮

观、雄浑，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和力度。群山河谷阡陌纵横

交错，山路蜿蜒，其间分布着一些传统自然村落。秦岭雄

健的外形轮廓里有很多内在的结构，虽然有规律，但也很

复杂。写生可以提供很好的经验，学生学习梳理这些结构，

寻找点线面的构成，从繁琐的阡陌中发现所需要的，有形

式美的结构。崎岖的山路，陡峭的崖壁，山峦的起伏都传

递着一种特别深沉的形式韵律。油画风景写生要注重光影

与色调的把握，这时一定要整体观察，要概括的抓住画面

的主要色调，不能盯着局部的色彩，而且用色要准确，让

色彩块面组成一些有意味的形式，来激起我们的审美反

应，这时就可能涉及对景物结构组织取舍处理的问题。要

形成这种有意味的形式，需要我们去观察，去发现。有意

味的形式就存在于自然景物中，它可能隐藏在复杂繁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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阡陌结构当中，有时也需要我们去主观的组织结构，去发

现其中的美，找到适合表达我们内心的形式。这时，艺术

家眼中的自然风景就不再是客观的自然风景了。马蒂斯说

过一句话很具启发性，画家不该再着意于琐细的事物描

写，摄影可以干得更好。绘画应该去干绘画的事情。二十

世纪以后，人们对绘画有了更高的要求，艺术当表现艺术

家内心的幻想。写生不仅可以给绘画专业学生后期的风景

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对于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样的

训练也是极有价值。面对风景，我们所做的就是如何准确

的记录下当时的感受，记录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手中的铅

笔、油彩、水粉，任何可以制造痕迹的艺术创造工具。 

  

自然色彩与精神色彩之间的构建是这门课程训练的

核心之一。在油画写生中，如何从自然中捕捉引发内心情

感波动的要素，进而使其转换生成个性化视觉元素，这是

课程设计与推进中非常重要的任务。对于初次风景写生的

同学来讲，一定要激发起学生们的色彩表达欲望，甚至可

以暂时忽视对形的把握。此时色调的准确是一个更大的问

题，所以此时最好建议学生画色彩速写。在同一天画很多

张小色彩速写，来表现不同时间的光影变化，色彩变化，

客观真实的表现自然，不要做细节的描绘，就是色调准确

性的练习。这种训练方法很适合色彩训练，尽管和内心强

烈的表现欲望相脱节，但它对自然风景客观忠实的再现，

那种诚挚朴实的心态，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绘画作品区别于照片的本质属性就是其所谓的绘画

性。何为绘画性？中国画讲究皴法墨色，而油画讲笔触。

笔触的运用是绘画性的重要体现。油画笔触是运笔的痕

迹，运笔的不同力量感笔势走向，颜料的厚薄堆积与体量

对比，借助调色油、松节油来调和色彩的浓淡变化，落笔

的轻重力度、运笔的徐驰缓急体现出韵律感，以达成绘画

对象的质感、量感、体积感和光影虚实的描绘能力。不同

笔触的运用与物象高度的贴合，都成为画家性格、情趣、

艺术秉赋的自然流露，表现为画家的艺术风格和个性特

征。笔触固然是一种技术因素，却是传达艺术家之艺术个

性和修养的唯一途径，也是个体艺术风格的核心组成部

分。石涛《画语录》有“一画”之说。从一画开始，以立

画法。画自一画开始也自一画而终。一画乃绘画的原始，

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元素。以这个基本精神为起点，括而充

之，善加利用贯穿与创作行为，方有可能达到“用无不神

而法无不贯，理无不入而态无不尽”的境界。所以说“吾

道一以贯之”，就是说绘画之道可以用“一画”贯串起来，

即是油画美学的笔笔递进关系。 

  

天水及陇东南区域风景写生实践教学方案，是结合宽

口径艺术人才培养方案而设计的课程训练。首先是在美术

学、绘画专业必修课程《油画风景技法与创作》、《油画风

景写生》中进行有目的地实践指导与训练，提升学生的审

美判断、绘画技能以及创作能力。其次是通过教学收集优

秀学生写生作品，举办教学成果展，将油画风景写生教学

逐渐探索发展成为适合学院学生专业素养的教学模式。再

者就是通过陇东南油画风景写生实践教学研究，摸索出独

特的一套训练方法，形成区域地域特色优势课程体系。 

从高校服务地方建设的角度，希望通过构建陇东南地

域视觉形象，催生一批具有天水文化特色的美术创作精

品，为区域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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