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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美术教育中的创意思维培养研究 
◆潘初平  冯信群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上海  200051） 

 
摘要：创意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和内在联系的概括和间接反

映，以新颖独特的思维活动揭示客观事物本质及内在联系并指引人去获

得对问题的新的解释，从而产生前所未有的思维成果称为创意思维，也

称创造性思维。创意思维在当今时代至关重要，特别是人工智能不断发

展对固定模式思维算法模拟化的时代背景下，可以说创意思维是一个人

的核心发展竞争力。我们学习的本质就是对认知思维的培育，人类的一

切正常生命生产活动都是思维认知支配下的产物，人工智能时代以前记

忆推理计算思维很重要，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逐渐取代了人类的这项思

维能力，创意思维培养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本文通过结合高考美术

教育教学过程，对美术教育中创意思维的培养进行探索和研究，以促进

创意思维在美术教育实践中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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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主动进行主观感受和想法的表现 
创意思维表现是自己主观情感的创造性探索和表达，积极主

动去学习是实现创意思维培养的前提之一，如果是仅仅是被动驱
使完成任务性的学习状态，那一切都无从谈起。作者以前在高考
美术培训教学过程中，发现积极主动的学习状态对一个人持续学
习进步的作用影响非常大，由于美术专业考取大学分数线比文化
生分数低很多，所以很多来学习的学生都是文化分数考不了自己
理想的大学才被动来学的美术专业，这就造成了他们学习被动消
极的状态，不会积极主动去学习和询问老师，经常是老师逼迫让
他们完成每天一定量的作业，在这种教学状态下，学生在学习方
面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画出的作品没有主观感受和想法，更体
会不了绘画艺术的美感，这种完成任务的状态只会让他们痛苦，
与学习积极的学生沉浸在绘画学习审美愉悦中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这种在高考美术教育中学生的心态问题是阻碍创意思维培养
形成的个人主观原因，只有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积极引导
这部分学生，培养他们学习的兴趣，积极调动自己的主观感受去
体会客观事物，形成主动学习思考内在的驱动力，这才是实现创
意思维培养的关键所在。 

二、形成独立思考能力 
形成独立思考能力是一个人创意思维培养的根基。现实世界

中，我们每个人认识世界的角度和范围以及高度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每个人的经历是不同的，个人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
的认知都基于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内，所以独立思考认识自己的思
维状态和局限是完善自己形成创意思维的观念基础。在高考美术
教学中，有些老师以自己的审美观念为价值判断标准要求自己的
学生、固定套路式的作画教学和统一的写实表现方法技巧，这些
都是约束学生形成独立思考、创意思维能力的问题所在。只有不
断完善和调整我们高考美术教学方式和内容，才能真正意义上发
散学生的学习思维，形成自己独立思考的认知体系，促进创意思
维的培养和形成。 

三、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和本质 
只有全面了解认识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和本质，才能将创意思

维的价值拓展发挥到 大化。在高考美术教学中，素描、速写、
色彩都是对视觉表现规律、空间规律、色彩规律等形式构成规律
的认识，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规律，结合自己的感受想法才能真
正的进行创意思维表现。现在高考美术教学主要教授观察方法和
表现方法，对学生表现认识思维这一块关注引导还不够，这是需
要不断强化和调整的地方。只有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才能不会
被纷繁缭乱的表象所牵引，才能自由地进行思维创新探索和发
展。 

四、跳出思维惯性和惰性 
不要形成固定思维模式和观念，思维的惯性和惰性是创新思

维培养 大的敌人。不可否认我们人类天生就是喜欢待在自己生
理和思维惯性舒适区的，这也是生物趋利避害的生理本能，但是
这种本能天性却是阻碍我们拓展自己认知思维的第一道难关，这
也是很多人做事情三分钟热度的问题所在。改变自己跳出自己舒
适区的过程肯定是痛苦的，但是也是我们思维进步发展必须要面
对处理的。在高考美术教学实践中，很多学生行动上虽然很努力，
但是却始终没有看到有效的进步，原因就在于对老师所讲的知识
没有进行彻底的消化理解，在思维认知上没有进行提升。老师一
定要引导这些学生走出思维惰性，从各个角度分析看待问题，将
这种方法运用于绘画学习创作之中，就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在
这种分析探索过程中逐渐培养出创意认知思维。 

五、多领域知识整合运用 
不断拓展自己的认知面和积累，创意思维的培养是需要多个

维度领域的知识面积累作为支撑的，整合的资源信息越多，创意
想法也就越丰富。很多人认为文化成绩不好就去学美术，这种想
法与美术教育的培育理念却是背道而驰的，但是这也是现在高考
美术教育现状的情况之一，这也是现阶段高考美术教学创意思维
培养的难点所在，专业生整体文化修养水平并不是很高。从教学
培养考核中加强美术专业生的文化分数比重，强化整体知识认识
水平，才是解决这一难点的关键，现在社会上成功的创业家和学
者都具备跨领域学习思考的创新能力，这也是人工智能发展影响
的时代必须具备的素质和修养。 

六、不断尝试新技术材料和方法 
很多时候创新是在不断地进行各种材料和方法形式的探索

中发现出来的，只有大胆尝试新的材料组合和方法表现，才会发
现更多新鲜的可能性。在高考美术教学现状中，往往局限于写实
性的表现方法，也以此为学生艺术天赋的判断标准，这种单一的
表现手法正是约束创意思维培养的问题所在，艺术表现形式和材
料是多种多样的，只有大胆鼓励学生尝试新的形式材料和技术表
现才能使他们的创作思维得到自由发挥，创意思维才能在学生的
实践中得到实现和发展。 

七、多维思考联系 
想象创造能力作为我们人类 高级的智力行为是我们人类

社会得以不断发展进步的关键力量所在，想象创造能力并不是人
类社会极少数天才的专利，其实我们每个正常人都具备这种潜
力，只是需要一个媒介将它唤醒，这个媒介就是美术音乐等感性
艺术教育对我们认知思维系统的影响和改造，使我们形成创造性
思维，创意思维的塑造和形成是我们创造性行为的核心，创意思
维是感性综合发散性的，如美术教育学习绘画一样，绘画需要整
体性观察，比较性去思考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多维的角度去感
受理解与多样化的形式去表达，这就不能仅仅考虑某个局部的关
系形式，而是一种整体综合性思维的处理方式去创作，多维联系
思考的能力在这其中是关键所在，这有通过这种思维训练才能真
正锻炼出我们的创意思维能力。 

八、美术创作中的形式创造性是创意思维形成的重要来源 
而在绘画实际表现中，由于材料媒介和自身身体机能等综合

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实际绘画效果并不会和我们感受到的现实关
系完全一致，也就是说绘画艺术创作不可能是绝对的对现实关系
的复制再现，而是我们材料表现下结合客观等综合因素对我们自
身感受和想法的创造性形式关系的表现，这种形式关系只能无限
接近于实现客观关系，正是由于绘画创作是感受性结合偶然性的
活动过程，在这种可控与不可控之间就有了无限种可能和变化，



2019年 1月（总第 190期） 

767  

教育科研

这恰好是绘画艺术创造性的客观来源。在创作过程中的感受和变
化是瞬间和不可复制的。美术教育中的绘画创作过程是感受性
的，这种感受也是任何老师都无法教的，而在实际的创作里我们
所需要的度的把握也是根据我们的感受来定的。 

美术教育中的绘画创作在表现过程中的这种形式创造性是
我们创造性思维形成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绘画艺术性的根本来
源，在央视制作播出的《百年巨匠》讲述齐白石绘画艺术的时候，
说到绘画艺术本质就在于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乃欺
世。其实从另一个角度上理解就是熟悉的形象内容，新鲜的结合
个人感受的创造性构成形式，这种带有个人主观感受性色彩的创
造性形式表现是艺术独特创造性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作者本人
主观的视觉语言形式，这种构成形式体现了作者综合的修养和审
美，并且这种视觉形式创造活动 终塑造形成了我们的感受创造
性思维，这是在实际的感受体验中锻炼形成的。 

九、创造性思维的形成与发明创造的联系 
而在美术教育绘画学习过程中形成的这种综合发散创造性

思维我们能够运用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更加创造性地优化解决
方案，而世界上很多科学发现和发明都是基于这种思维方式之上
的，当年牛顿在发现万有引力是由于苹果砸到了他的头上，由此
联想到了月亮和地球以及宇宙各天体之间的物理力学关系。微波
炉的发明是美国工程师 Percy LeBaron Spencer 在一家公司从事雷
达技术开发在实验室做实验一次“偶然”导致的，当他运行磁控
管时注意到一块粘在自己短裤上的巧克力棒融化了，按照正常逻
辑这是自己体温将其融化的，但是他将这种现象和磁辐射综合联
系起来，并且去积极实验去探索自己的这种创意想法， 终发明
了微波炉。现代医学中普遍使用的抗生素药物青霉素也是英国细
菌学家弗莱明意外发现的，一次他将一个葡萄球菌的培养基不小
心暴露在空气里，过了几天他发现葡萄球菌培养基里长出了绿色
的霉，一般情况下会将其当成污染的培养基扔掉，但是他仔细观
察后却发现绿色的霉菌周围的葡萄球菌都被杀死了，他没有忽视
这种偶然意外，经过反复试验研究 终发明了青霉素，挽救了无
数人的生命。像这些科学上的发现发明故事数不胜数，他们拥有
的这种综合发散创造性思维是这种创造性活动的思维基础。当今
风靡世界的漫威系列科幻电影和其漫画以及相应的魔科幻想象
类电影像阿凡达、异形、变形金刚系列、X 战警系列越来越受到
世界观众的喜爱和追捧，里面充满想象创造力的角色和场景以令
人耳目一新充满遐想，同时给观众在视觉和思想上给予了巨大的
冲击，这些创造性思维基础下的表现形式已经成为了现在世界文
化发展的主流，也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这也说
明了创造性发散思维的形成和建立对于我们每个人适应这种时
代的发展是多么迫切和重要，如果说以前人类的传统文化精粹是
对我们自身和自然规律的探索和认知，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
在这种自然规律基础上的再创造，使我们人类自身和周围环境更
加健康美好地可持续向前发展。 

十、创意思维与自我认识的联系 
由此可以看出美术教育的本质作用就是塑造我们的创造性

感性发散思维和激发我们的想象力，这种创造性思维能够让我们
综合联系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事物去解决问题，这是创意形成的源
泉，并且这种思维始终能够让我们保持一颗好奇心童心，用一种
全新全方位的角度从视觉基础上去重新观察感受认识这个世界，
认识自我的感受想法和创意，这是了解真实自我和周围环境的心
理基础，也是一个人自我成长发展的原动力。美术教育可以引导
我们认识真实的自我，我们成长学习的真正力量应该是源于我们
内在的感受想法和创意，而不是外在条件。现在很多学生在大学
以前基本的学习动力来源于家庭亲人和学校老师的期待，上了大
学失去这种外在动力来源后一下子就迷茫空虚了，在缺乏外人监
督的情况下不知道如何去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学习成长起来，成
了所谓的空心人，上课睡觉逃课的比比皆是，把自己的时间和精
力大部分都投入到游戏娱乐活动中来麻痹自己，这种对自我没有
认识和缺乏内在成长学习动力对自我以及周围人和环境来说都

是有害的，所以对自我的认识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人成长学习的
出发点。在美术教育中形成的这种自我感受、想法和创意的认识
是我们内在积极主动学习成长的动力，并且通过美术作品这种视
觉形式贴切表达出来，这种表达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固定模式的，
而是对我们内心情感的探索和宣泄，使我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内
心真实感受，在美术教育学习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对自我的认识和
自由大胆的表达方式能够促进我们一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若是
一个人没有真正的认识自我那么一生都活不出自我，也做不了自
己人生命运的主人，更不会感受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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