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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美术教学中美术理论与技法的重要性 
◆何心愿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省西安市  710119） 

 
摘要：在美术教学的实施过程中，美术理论与技法两者可以说是相互促

进、相互补充的，美术理论与技法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同促进了美

术教学的实施。实际上，在美术教学中理论与技法对美术教学的实施具

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从美术理论与美术技法相关方面进行论述，

探讨在美术教学中美术理论与技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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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术理论在美术教学中的意义 
美术理论对美术教学起着重要的实践作用，可以说美术理论

在美术实践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在如今互联网“+”的时
代，如何培养高素质、高层次的艺术人才，是在美术教学中值得
思考的问题。美术理论是对绘画技法的总结和概括。著名的美术
教育家陈传席说：“只有技能学习，没有理论学科的学习，不能
叫美术教育。文化才能提高学生的素质，而技能则不行。”此观
点充分的阐明出美术理论在美术教学的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美术的发展是要经历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在美术发展的过程
中，不仅仅是留给人们几幅优秀的绘画作品，几件优秀的雕塑作
品，而是体现出一种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就是中国传统艺术
精神。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厚土
壤之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这里所说的艺
术精神就是：首先，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性——道；其次，中国
传统艺术的生命性——气；然后就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性——
心，中国传统艺术的音乐智慧——舞；中国传统艺术的直觉思维
——悟；还有就是中国传统艺术的辩证思维——和。正是这种艺
术精神才会使艺术的审美意蕴得到实现。当然这种“精神”所体
现出的就是被美术理论充实所得到的“精神”。 

在传统观念下，人们认为美术就是画画。其实则不然，我们
首先应当具备一定的美术理论知识来充实头脑，其次才是运用所
学技法来完成美术的创作工作。我认为，美术教师更应该具备较
高的美术理论修养。美术教师的理论修养更能影响学生的专业素
质的提升。往往通过教师讲解一节精彩的美术理论课，会使学生
受益终身。例如教师指导学生在学习中国画的过程当中，首先要
使学生掌握有关中国画的理论知识，再指导其技法，这样才能使
学生的艺术素养得到真正的提高。教师在美术教学的实施过程
中，要让学生领略到宗炳的《画山水序》中谈及到的“含道映物”、
“澄怀味象”；“六法论”中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
类赋彩等理论知识，才会使学生对所学之画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所以在美术教学的实施过程中，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美术理论素
养，只有加强美术理论方面的素养才可进一步提升美术技法的良
好实现。一种美术理论可以对几个甚至多个美术技法的实践得到
指导作用。学习美术理论是美术教学之基础，学生通过美术理论
的知识武装，才会使美术技法得到实现，同样才会使美术教学得
到实践。 

二.美术技法与美术理论的关系 
美术技法是美术创作活动中不同于其他活动的独特活动。美

术技法也是对美术语言的识别与掌握。在美术创作的过程中，如
果没有美术技法就称不上为美术创作，美术技法是美术创作所必
须的条件。所以美术理论与美术技法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依靠，
并肩前进，才会使美术创作得到真正的实现，在美术教学的过程
中应正确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例如学生学习中国画，如果不懂
中国画的用笔用墨，不知道什么是中锋、侧锋与逆锋，不清楚什
么是五墨六彩，不了解勾、皴、点等的中国画笔墨技巧，那么就
会很难领略到中国画的笔墨情趣与审美意味。再例如教师带领学
生学习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时，教师不仅要讲解作品的理论
知识而且也要讲授吴道子在创作此作品时在用笔技法上所创造

的这种波折起伏、错落有致的“莼菜条”式的描法，加强描摹对
象的分量感与立体感，所画人物、衣袖、飘带，具有天衣飞扬、
满壁风动效果的“吴带当风”的绘画技法。再者教师讲授篆刻知
识，不仅要让学生明白什么是篆刻，而且更要让学生学会篆刻中
刀法和刻法的基本技法。不论是酣畅淋漓，劲挺明快的冲刀法、
稳健凝重，俊俏苍润的切刀法；还是有双刀法、单刀法的刻法。
只有在美术教学的实施过程中，将美术理论与美术技法同时得到
加强，才会使美术教学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美术鉴赏在美术理论与技法中的体现 
美术鉴赏，是指读者、观众、听众凭借艺术作品而展开的一

种积极的、主动的审美再创造活动。鉴赏的本身便是一种审美的
再创造。我们之所以美术鉴赏力得到加强与提高，是因为我们在
学习美术的过程中，美术理论与美术技法得到了提升，共同促进
艺术的审美再创造。何为审美再创造？就是在美术鉴赏的过程
中，作为鉴赏主体的观众并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而是积极、
主动地进行着审美创造活动。由于鉴赏主体的这种创造活动是凭
借艺术作品展开的，所以被称为审美的再创造。 

美术理论与美术技法的水平越高，美术鉴赏的能力也会随之
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美术
鉴赏力这方面也得到了相应的加强。不论是一件绘画作品还是一
件书法作品，人们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审美认知。“有一千个读者，
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出现这种现象，
一方面是由于艺术作品丰富、复杂的内涵，人们所具备的美术理
论与技法的学习所致，更重要的是在于美术鉴赏的多样性。所以
我认为艺术美术鉴赏作为一种审美再创造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第一，艺术家创作出来的艺术品，必须通过鉴赏主体
的审美再创造活动，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例
如文学作品无人阅读，只是一叠没有用处的纸张。雕塑作品无人
欣赏，就变为无生命的石块儿。只有通过接受主体的再创造，才
能使它们获得现实的艺术生命力。第二，鉴赏主体在美术欣赏的
活动中，总是积极主动地进行着审美再创造。这是因为任何美术
作品不管表现的如何全面与具体，总会有许多“不确定性”和“空
白”，这就需要美术鉴赏者通过想象、联想等心理功能去丰富和
补充。第三，我认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美术鉴赏同美术创作
一样，也是人类自身主体力量在审美活动中的自我肯定与自我实
现。 

美术鉴赏在美术理论与技法中的体现说明，教师在美术教学
过程中也应该注重学生美术鉴赏力的培养与提高。美术鉴赏作为
一种审美再创造的活动，必然对鉴赏主体提出相应的条件和要
求，这就需要教师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美术理论与技法还有美术
的鉴赏能力。学生的美术理论知识和技法还有鉴赏能力不是天生
就有的，而是经过长期实践的结果。所以学生的美术鉴赏能力需
要在艺术实践中得到培养和提高。第一，学生的美术鉴赏力的培
养和提高，离不开大量鉴赏优秀作品的实践。例如多听音乐就能
培养和提高耳朵的音乐感，多看绘画就能训练和发展眼睛的形式
感。通过大量的鉴赏优秀的美术作品，可以直接有助于学生美术
鉴赏力的培养和提高。第二，通过让学生熟悉和掌握艺术的基本
知识和规律，同样也可以提升美术鉴赏能力。第三，广泛的历史、
文化知识十分重要。美术鉴赏力的培养和提高，离不开一定的历
史、文化知识。这一点就充分说明美术理论在美术实践当中的重
要作用。第四，学生美术鉴赏力的培养和提高，离不开学生各自
的生活经验。美术创作离不开社会生活，美术鉴赏同样离不开社
会生活。学生都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去感受、体验和理
解美术作品的。学生的生活经验越丰富，就会越有助于对美术作
品的审美欣赏得到不同于其他人的审美感受。美术鉴赏在美术理
论与技法中的体现，说明了正是因为美术理论与美术技法相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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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关系，才会促进美术鉴赏力的提高。这在美术教学的实施中
无疑也是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 

四.美术理论与技法相结合促进美术教学的提高 
美术教学中，理论的传授与技法的训练两者紧密的结合，才

可以使美术教学得到有效的实施。这就要求教师在美术教学的过
程中，既要有知识理论的传授也要开展美术技法的训练。这样才
能使学生获得全面丰富的美术教育。教师讲授的美术理论知识多
为重要的美术基础知识，学生通过理论学习，能够更好的理解有
关美术的现象与学科的特点，同时对进行艺术创作实践具有一定
的指导作用，对美术技法的训练起到基础优化的作用；美术技巧
的提高不仅是为了使学生的美术理论素养得到加强，而且也为了
是美术技法转化为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提升学生对优秀作品的
感受力与鉴赏力。 

如前边所论述，美术教学中，美术理论与技法处于同等重要
的地位。我们并不能说美术理论的作用永远就是第一位的，也不
能说美术技法的作用是第一位的。两者都是相辅相成。只不过是
在进行美术创作的活动过程中，首先具备一些美术理论知识才会
更加容易的进行美术技法的训练，从而使美术实践得以良好的实
现。我们既不能脱离实际的美术技法训练去空谈理论知识，也不
能无视美术理论知识，使美术教学处于盲目的技法训练。应该把
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才可促进美术教学的实践。理论来源于实践，
在美术教学中同样是这个道理。美术理论是对美术技法的概括和
总结，教师通过讲授理论知识，可以使学生在美术创作的过程中，
克服操作训练的盲目性与不确定性，从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
但是在教学过程中，美术技法也为新的理论创造条件。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美术技法的学习与训练也会为美术理论
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通过两者的有效结合，促进美术教学的有效
实施。 

总而言之，在社会的发展历程中，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不断发展，社会对国民素质的提升有了更高的期待，在此过程
中，美术教育也随之有了与此相应的发展。这就要求在美术教学

的实施过程中凸显出美术理论与美术技法的重要性。值得注意我
的就是在教学实施中，我们更要通过科学的教学理念、有效的教
学手段、高效的教学方法来得以使美术理论与美术技法相结合得
到更加充分的发展与实践。美术教学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美
术理论与技法二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因此，我认为在美术教
学的过程中，教师首先得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储备与技法训练的
技巧，这样才会是学生在美术创作的过程中得到好的发展，使学
生认识真善美的事物，打开认识艺术真正的世界。所以在美术教
学中，教师也应倡导学生进行探究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运用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能够自主思考与探索的能力。通过这
样的教学方法，也会使美术理论与技法在教学中得到巩固。美术
理论与技法的相辅相成，促进美术教学的实施。为我们认识美术，
学习美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我们去遨游，去想象，去创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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