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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审美与美术类专业学习 
◆封二钢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艺术学院） 

 
摘要：首先理解清楚美的内在含义以及审美的重要性，其次是在学习和

提高审美的过程当中分三个部分去介绍阐述如何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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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决定了其行为。在美术类专业的学习当
中只要有了对美的认知，才会有美的结果。审美属于一个人的认
知范畴，是一个人对美与丑的视觉感知能力，文盲不一定是美盲，
对美的感知一部分来自于遗传，一部分来自于后天的培养。来自
先天性的遗传，在这不做过多说明，后天的培养中，对美的认识
首先在于父母，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次是学校对孩子的
引导。 

在家庭中，家长会告诉孩子，什么语言是不好的，什么行为
是不对的，尊老爱幼等等来培养孩子行为当中的真善美。家长是
孩子认识世界的一个引路人。其次是学校对学生关于美的认识的
培养，学校的每一个决定，教师的每一句言语，每一个行动都会
给学生带来心灵的影响。这些是共性的学习中关于美的培养的现
象。 

那么，在美术类专业学习当中，学生对美的感知是决定其美
术作品品格的重点。美术类的学习主要培养的是视觉艺术，它是
自我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态度。那么，什么是美的，面对客观世
界，应该持一种什么态度?什么认识？在美的哲学当中，有人提
出，美是客观的，因为一束花是美的，夕阳是美的，大海是美的，
在大片森林当中，小鸟清脆的鸣叫是美的等等，这些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它永远存在，所以，美是客观存在在现实世界当中的，
跟有没有人去观赏，有没有人去聆听没有关系，所以美是客观的。
还有一部分人提出，美是主观的，大自然当中的美的事物，只有
人去感知了，才会发现美，才会有美的存在，美才会回馈给视觉，
回馈予自我。没有人去发现的美不属于美。它跟自我有关，跟客
观世界无关，所以美是主观的。综上所述，这两个观点在美术学
习中，它不能去适应学生的学习，首先，美是客观的，它已经存
在于客观世界了，和自我没有关系，所有它是不会跟人发生关系
的，既然跟自我没有关系，即何以学习？何以培养？其次，美是
主观的，它与客观世界没有关系，跟自我有关，在学习的过程当
中，学习是对外界认知的反馈。没有客观世界，只有自我，何以
学习？怎么才算对美的一种学习过程呢？在美的哲学中也同样
提出，首先说美，美是客观世界与主观自我互相互碰撞，互相相
融合后的一种自我感知。这种感知是一种美的感受，只有客观世
界与主观世界相互作用才会碰撞出美的火花，美既不是客观，也
不是主观。所以面对同样的一个事物，会有不同的审美感知，每
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生长环境，人生经历都不一样，所以会
有不同的反应。面对一座山，有的人想到的是雄壮威武的男人，
看到河流想到的是委婉温顺的女子。而有些人看到山想到的是魁
梧的大象，威猛的雄狮，看到河流想到的是蜿蜒的蛇。每个人都
会有自我感知，还有面对湖面上波光粼粼的夕阳，有人感叹，好
美。有人面对此景就没有感知，或许他心里可能有这片湖面上给
他留下的阴影，比方说眼看着一个小孩子在这里游泳， 后溺水
身亡。这样的一个心里阴影会伴随他很长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
虽然湖面早已回归了平静，在其他人眼中是一片美景，可是在他
心中终无美景，只有可怕的记忆。所以美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
观的，它区别与每个人的历史经验即对事物的主观态度和眼前事
物对普通意义上对人的精神上的认知与感受。一千个读者，就有
一千个哈姆雷特。 

大众意义上所说的美都是积极的，向善的，美好的，光明的
一面。比方说在色彩系里，黄色，天蓝色，淡绿色，粉色等亮色，
这些事属于亮丽好看的颜色，对深紫色，暗红色，普蓝色，群青
色等灰暗色属于消极的给人压迫感的不好看的颜色。还有在生活
当中，我们都希望遇到开心的事情，听到对自己有益的话，可是

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向往的，希望遇到的。可是生活不总是
如愿以偿。它还包括让人悲伤，让人难受的事情，所以开心，快
乐，幸福，美好的时刻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悲伤，难过，孤
独，绝望，种种不快乐的情绪也会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些快乐的，
悲伤的情绪才构成了生活的全部，酸甜苦辣我们都需要历经，才
会有茁壮的心理。所以美也不只是积极的，向善的，美好的，它
也包括荒诞的，丑的，悲伤的，消极的。 

综上所述，面对广义上的美这就需要在学习中自己要擅于发
现客观世界中独特的美。有自己独特的认知，保持自己独一无二
的对客观世界的感受，相信自己的知觉，知觉在艺术的训练当中
是骗不了人的，那一份独特的天真，需要真实的显现，需要的是
面对客观物象绝对的忠实自己。对此的表达需要一定的技术来做
支撑。把精神感知到的形而上的感受运用一定的手段把它形象
化，物象化，客观化。 

把精神物像化。首先，得有一定的视觉积累，视觉积累的程
度决定了画面的 终视觉效果。视觉积累为的是让自己明白什么
是好的，什么是次的，有对高级的追求意识。可以眼高手低，千
万不可手高眼低，手高眼低容易模式化。记得在学习人物素描头
像的时候，班级有一个很是用功的同学，一天坚持画三副素描头
像作品，每天把自己忙的不可开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时间，手
头功夫越来越好，可以不用看模特就能完全画出一幅像样素描头
像，而且速度很快。有三次班级组织摸底考试，他很自信，没过
多久还没到结束时间他就已经完成，每次都是这样。 终在素描
头像结课的时间，他把他的这三次摸底考试的头像作品拿出来给
老师看，老师眼前一亮，被他的熟练程度所打动。可是再往后看
他的画面，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人画的都像他自己，鼻子，眼
睛，嘴。 后老师打趣的说，这几个人是不是一家人或者有血缘
关系。这个是在艺术学习中常见的一种现象，没有感受，只顾自
己拼命画，这样的化谈何艺术，没有视觉经验，何谈创作？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不会有一个人手头功夫
挺好的，创作出来的作品就肯定会能打动人，这样的人 终可以
称之为匠人，而不能称之为艺人。 

其次是知识的累积，知识可以从书本中获得，可以从交流中
获得，也可以从大自然当中获得。书本中，有前人的经验教训，
交流中有思想的碰撞，大自然中有万物生长的密码，需要我们去
研究去破解。知识的积累也是为了提高自己面对好作品的辨识能
力，视觉经验与知识积累是相辅相成的，视觉经验是为了验证知
识的准确度，知识是为了辨识好作品。面对一幅作品，所有隐藏
在作品形式背后的内容，要去发现必须有知识的积累。反过来讲，
只有视觉经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会发现其美，艺术就是理念
的表达，大自然就是创作的老师。怕的是没有敏锐的眼光，没有
思想的升华，只有拥有了这两点，在加上技术的提炼，作品的成
熟度会越来越高。 

后是表达技术，技术是熟能生巧的一种方式，它不是 主
要的，主要的是表达思维与表达理念。它不是刻意追求出来的，
是在作品背后自然而然所形成的过程。不要被技术所左右，不要
为了技术而技术。面对一件美术作品，很多只是表层的一种肆意
表达的一种现象，可能是为了表现一下自己的聪明，可能是为了
彰显自己所拥有的技术。在美术作品中，只有走情绪了，带感情
的去创作，先把自己感动，才有机会去感染别人。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面对不同的美术形式，视觉经验的积累，
知识的累积， 终达到所有技术的为我所用，这是在美术类学习
当中所要体现的一种合理现象。美是要不停的去发现，去拓宽美
的认识，对美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只有审美提高，在审美背后的
作品才会变的高级。每一个美术类作品包括设计，绘画，雕塑，
建筑等等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都与审美有关。为了每一件作品的
厚度，只有去提高我们自身的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