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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浅谈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的两个问题 
◆袁  欣 

（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黑龙江牡丹江  157000） 

 
摘要：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的改革已经日益显现出它的重要性，本文主要

探讨现有课程的设置和课程的讲授这两个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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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的设置  
目前高师美术系的课程设置有一个普的倾向,就是以美术院

校的课程安排为标尺这种倾向的产生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美
术系人自己并没有真正“看得起’师范教育事业，也可以说并没
有真正理解范教育的特殊性。另一个原因是看到社会“书画名家”
的活动，内心十分倾幕，认“美术”就是“画画”，只要多年从
事教画的职业，在一定范围内都是理所当然“美术教育家”，是
廉价的“美术教育家”。也许这倒应了“龙多则早”的古谚，实
际上我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却依然十分落后。 

（一）突出技艺训练的课程 
如果说美术院校培养的是职业的美术工作者，突出技艺训练

的课程是必须的，那么师范美术系培养的是适应各个教育层次需
要的合格的美术教育人才，突出“教育”的课程设置才是它的“本
份”。所以，仅仅有技术训练课是远远不够的。高师美术系应该
开设的课程显然是包括技术训练和专业教育理论两大类课程。 
向美术院校看齐的结果之一，是师范美术系把入学不久的同学进
行分专业的学习，一般在接近毕业的有限时间中，也安排学生进
行其它专业的技术训练，似乎挂上这样一个小小的“尾巴”，就
体现出所谓“师范教育”的特色。这真不知道究竟是为了“遮人
耳目”，还是仅仅为了“自我感觉良好”。如此实践的结果是培养
出一大批不受当今中等学校欢迎的毕业生，(尽管他们大都持有
校方慷慨相赠的“学位”。)据笔者所知，有的城市中等学校不约
而同地抵制这种分专业训练出来的师范毕业生。究其原因，一方
面是这些学生在四年的“准”美术院校教育结构中的学习，不但
从来没有作过一次有关中等学校美术课情况的社会调查，对即将
赴任面对的情况茫然无所知，而且心中依然充满对“职业画家”
的向往不能安心于教学工作。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些学生大都
不能胜任中学美术教育工作。甚至有的地区培养的师范生在中等
学校进行教学实习时竟完全不能达到课程的教学要求，以致发生
不得不由带队实习指导教师“越俎代庖”地去上课的怪事。现在
的中学生、中专生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充实，日益眼界大开。他
们的思想容量极为丰富，爱好兴趣也极为广泛，是以往同龄学生
所不能相比的。这本是社会进步的正常现象。作为一个合格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文化素质，在整个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应当是
上乘的。因此，随着我国在目前通用的中小学的美术教材上，已
经可以看出青少年需要的“美术”内容是多方面的，绘画、建筑、
雕刻、图案、书法、金石等等，儿乎涉及到“美术”的各个专业。 

（二）培养“通才” 
师范美术系必须注意培养学生在技术训练上的“通才”。而

“通才”之“通”，也不仅表现在中国画、油画的几个大画种的
技法训练上，同样要表现在一些诸如“手工制作"之类的看似简
单，实则充满巧思和创造能力的技巧课方面。作为师范生在“通
才”的基础上有所侧重，同样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显然，对
于“教革”来说，技法课方面也有许多新的课程有待设立。在理
论教育课方面，新课目的开设同样是非常必要的。现在一般的“教
育学”，“心理学”等课都是由该系科专业老师讲授，这种讲授只
能寻其大端，讲授一般带有普遍规律性的内容。切合美术教育的
课程，诸如美术教育的基本原理，美术教育在青少年心理活动中
所起的作用，美术教育层次的结构设计，不同层次的美术教学法
的研究，美术教有的社会作用及其调查，等等。在目前，大都仍
然是空白，甚至还没有被意识到这些课程的意义，这大概也是“美

术”之所以不能上升为“美术学”的原因之一吧。毫无疑问,真
正的教改并不是把 3+3 改成 4+2，从根本上说，师范美术教育的
改革应该着手筹备和组织对这些新科日课程的研究和开拓工作。  

二、课程的讲授  
高等师范美术系的师资也可以大致分为技法教师和理论教

师两大类。技法课的讲授当然重在技法，但讲授的方式方法有所
不同。师范美术技法课的讲授有两个方面要探讨，一个是注意加
强技法“程式化”的传授，另一个是就观察方法和自我感受的讲
授。前者是具体的、实在的，后者是抽象的、“虚”的。 

（一）加强技法“程式化”的传授 
拿中国画技法课来说，当年齐白石在北平艺专上课，说话极

少。上课伊始就依次在每个学生递上来的一张“斗方”大小的纸
上挥笔作画，寥寥几笔就完成一张，全部画完即离开教室，“打
道回府”他的寥寥几笔，实际上就是完成了一个“程式”目的乃
在于让学生看到作画的过程，“依样画葫芦”，用这样的方法来引
导学生掌握笔墨技法的初步要领、实践证明，这种教授法是行之
有效的。就中国画来说，不但齐白石的“虾”、王云的“猫”、徐
悲鸿的“马”，都有鲜明的程式化特点，现在常常看到的张大千
画山水、李苦禅画鹰、吴作人画骆驼之类的电视录象教学片也都
是在传授某种画法的程式而已。其它诸如山石的皱法、云水的渲
染，无一不具有程式化的特色。艺术的程式化并不是一件坏事，
大凡艺术发展到一定层次都会有不同的程式化倾向。我以为“程
式化”的教学倒是可以帮助学生及早掌握一些初步的技法要领。
只是要真正实行也颇不易，这是因为“程式”本身还有高下之分，
文野之别，而讲授者本人先掌握若干种不同的技法表现程式也并
非朝夕可就，其次更，要的在于不为程式所局限。 

（二）“程式化”的教学优点 
一方面是用程式化的教学引导学生熟悉和掌握技法，体会法

的变化效果。另一方面又要有更高的足点引导学生摆脱那些程式
技法。或者在那些程式技法基础上更求精粹，“走自己的路”
《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瑟”者谓之器。”
技法程式的传授是一种“器”，但是指导这种传授的观点则应该
是更高的“道。”这就是重点在于指导学生对客观事物的观察。
领悟和表现诸方法上，提倡多看，多思，多画，加强对构思的丰
富、构图的精炼和形式和谐完美的能力训练。不能总是落实在具
体的哪一笔、哪一划的修改上。目前高师美术系理论课主要是史
论课，就“史”来说，所包涵的内容十分宏大。教师是“为人师
表”的职业，因此“史论”知识的讲授不能误人子弟。这就首先
要求知识是在准确基础上的深入。“百家争鸣” 是指“学术”面
言，倘若连起码的已经公认的知识还不具备，那只能在耸听的“危
言”之外，是不存在什么“学术”因素的。不必讳言，和哲学界、
文学界、历史学界、教育学界等领城的理论水平比较起来，美术
史论“界”的水平是不高的。这里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
原因。 

三、结语 
简单地说，历来“画画”的“美术家”对“理论”热心的不

多。现实的原因是“史”的材料有如浩瀚的大海，只有用这个观
点钩沉史料、研究史料，才有可能得出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才
有可能揭示艺术论”知 发展的真正规律，才有可能为今天和未
来的艺术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也才能培养出有是指定认识深度
的合格的美术教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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