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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高校美术学院雕塑课程教学思考 
——研究生课程《雕塑艺术语言与形式研究》的教改思路 

◆张炯炯 

（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安徽省淮北市  235000） 

 
摘要：在高等师范院校美术学院研究生课程《雕塑艺术语言与形式》的

教学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学生的专业方向不一、造型能力差别较大的情

况，这给集中授课、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和带来一定的困难，同时也为

教学评价、客观的给出课业成绩出了一个难题。本文就是针对这一现象

根据不同专业学生的具体特点，在教学的内容与评价的体系方面所进行

的思考并提出相应的、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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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美术学院研究生课程中开设的公共选修课《雕塑艺术
语言与形式研究》课程，对于培养美院研究生们的立体空间思维、
拓宽其专业视野是十分有益的。但是，由于长期专业设置与细化
的缘故，又使得每年高等院校美术专业研究生的招生具有一定的
特殊性，具体表现在录取生源的专业不确定性与其专业数额的偶
然性方面。以笔者任教的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为例，在该层次
学习的研究生就至少存在着四个不同专业方向的可能性，分别
是：美术学绘画专业（中国画专业、油画）、美术学教育专业（师
范）、设计学专业（视觉传达、环境艺术）以及书法学专业的不
同研究方向，这就使得给他们所集中的授课成了问题。 

一、面临的困境 
首先，虽说他们都是美术学院的学生，但由于具体的专业区

分使得他们入学后的造型基础呈现出不一致特点，这就导致很难
用一个统一的教学尺度要求不同专业的学生；其次，因为他们所
研究的专业方向不一，所以他们对于相同课程的专业诉求也存在
很大的差异，这就影响到给他们一个相对公平的评价分数。 

具体分析上述几类同学的专业背景，因所学专业的不同，其
造型基础与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就绘画专业的学生，不论其
选择的是中国画还是油画专业，在美术造型的基本功方面的表现
都还是不错的。这主要是得益于他们在本科阶段所受到的长期训
练，特别是围绕着形态塑造的表达训练研究；造型基础排在第二
位的应该是美术学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由于本科阶段的教学内
容也都是和造型表达相关的，即使是在三、四年级分属了中国画
和油画不同的专业方向，但是在学习的内容上还是与物体造型的
训练相联系的；就狭义的造型基础来说，排在第三位的应该是设
计学专业的学生，这类学生在本科期间同样受到一定量的造型训
练，但是，由于所学专业的细化，使他们的研究方向产生了转变，
不再以造型的训练为其主要的研究课题；在这批学生中，造型基
础最弱的就是书法学专业的学生。他们中间多数没有从事过绘画
造型的训练，虽说有“书画同源”的古语，但落实到实际的雕塑
造型时，还是显现出力不从心的疲软。 

鉴于生源基础的具体差异，在课程作业上所表现出的艺术效
果也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何评价他们的课程作业而给予相
应的课程分数？如果采用以往统一的课程评价尺度，作为教师总
觉得略有几分欠缺！但是，如果视他们所学专业不同而有所区别
的给予评价和分数，那么对于基础较好的同学又觉得也有失公
平，也不利于保持评价的客观性与严肃性。 

二、教改的思路 
鉴于上述生源的具体情况，这就要求授课教师积极地调整教

学思路，根据学生不同的专业特点，结合他们的专业诉求而因材
施教。这就要求把教学的目标和评价体系分为几个层次，根据学
生具体的情况与专业特点确定具体的教学目标与评价办法。首
先，对于相对造型基础最好的绘画专业的学生，他们所期望的是
通过此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加深对于形体本质的认识，从而形成科
学的观察及造型方法，使之能够塑造出扎实、立体的人物形象，
为他们的艺术创作助力；对于第二类美术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他

们的专业诉求是了解雕塑这一艺术门类的专业知识和掌握基本
的塑造技巧，为将来所要从事的中、小学美术教学服务，使得在
向他们的学生介绍祖国优秀的雕塑艺术作品时能够表述的更为
专业，特别是在中、小学手工制作的课堂教学中能够得心应手；
对于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此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应该侧重于
通过对立体构成的表达的深入研究，培养他们立体思维的专业习
惯以便于他们在视觉传达、特别是在环境艺术设计领域的空间想
象能力的拓展；对于书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由于其本科阶段缺
少绘画造型的专项训练，使得本课程立体的造型表达对于他们来
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这就要求教师要兼顾他们的专业特点，找寻
到此门课程与书法学专业的切合点，比如：结合其篆刻的研究，
选择印纽以及砚台的造型设计为切入点以突破该课程教学对于
他们造型能力要求过高的瓶颈。 

三、具体的操作 
首先，根据不同专业的学生拟定不同的课程要求。对于专业

基础相对较好的绘画专业的学生，应以雕塑的塑造训练与艺术语
言的运用为评价的重点，使之在造型的能力以及创作的表达方面
有所提升；第二，对于美术学专业的学生，应该结合他们的未来
的中、小学教学的就业方向设计他们的课程内容。在课程的训练
中强调快速的制作技法以及对优秀雕塑作品评鉴的表达训练，以
利于与未来教师工作相衔接；第三，针对设计学专业的学生，拟
结合设计对于空间想象能力的要求，继续在立体构成与设计运用
方面作深入探究，使对课程作业的要求围绕着创意与材料以及与
环境的有机结合方面；第四，对于书法学专业的学生，结合他们
的专业诉求，提出与其专业相关的印纽造型设计以及砚台造型设
计的训练课题，在增加他们对此课学习兴趣的同时逐步训练其必
要的造型能力。 

四、课程的评价 
根据不同专业学生所设置的教学内容会使得班级同学的作

业呈现出丰富的面貌，在同学们各尽所能的同时也给教师的评价
提出因人而异、因专业不同而区别对待的要求。对于绘画专业的
学生，如果在作业中能够表达出准确的造型，对雕塑语言的运用
有所心得与尝试，较好的完成课程预设的教学要求，教师就可以
在相同专业的学生中排出相应的顺序并给出相应的分数；关于美
术学专业的学生成绩的评定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在考察他们掌握
快速的雕塑造型制作能力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与小论文相结合
的形式评判其在雕塑作品评鉴方面的修养，以便更好地与未来的
工作相衔接；对于设计学专业的学生，教师应综合评判其作品同
他们专业的联系以及在预设的环境中的视觉效果，应鼓励他们对
于新材料选择与尝试；对于书法学专业学生作业的评价应兼顾其
专业特点，不与上述学生搞一刀切。凡是在作业中体现出中国传
统文化意蕴的印纽造型以及砚台造型设计都要给予充分的肯定，
不可维造型技法而论之。 

综上所述，对于高师美术学院研究生阶段的雕塑课程教学应
该针对学生专业具体的问题而区别对待。应本着实际、有效的原
则，分门别类的给予具体的指导，应因材施教。只有这样，才能
不使教学流失于表面化、更好地完成所设计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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