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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考评论艺考评论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当看到这句文字

的时候，我们心中会呈现出一幅怎样的画面？并在

两个小时内画出来。

这是中国美术学院 2022 年 3 月 7 日图像与媒

体艺术专业复试的命题创作，很多学生一出考场就

打电话给我，很忧虑地说，今年考题跟往年太不一

样了，很奇怪，不知道怎么画才好。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是英国诗人狄兰·
托马斯写给病危父亲的诗，“良夜”和“光明的消逝”

都寓意着死亡。诗人用激烈的口吻劝解无论是智

慧的人、善良的人，还是狂暴的人、严肃的人都不要

听从命运摆布。

而图媒专业的色彩考的是《暖阳下的车厢》，根

据所提供的黑白图片，以色彩默写的形式，将该图

片转绘成暖色调场景，通过色彩表达出空间构成与

影调氛围。其原图来自于美国画家爱德华·霍普的

作品《客车厢》。霍普的画作往往孤寂、空旷，在模

糊不清的人物的表情下，人们仿佛隔得很遥远，各

自怀揣着心事，独自沉默，充满了寂寥与沉思。此

画中艺术家使用阳光作为温暖的音符，并与旅行者

隐含的孤独形成对比。

网上关于今年美院考题的评论有很多，也非常

精彩：“谢谢你，中国美术学院。明明可以直接说不

收我们这些学生，却还组织一场考试”，“想为你画

幅画，却没学好语文”，“国美今年脑筋急转弯”，“全

程恍惚，像活在梦里”。

当然，不只是学生，各种美术培训班的辅导老

师同样也是措手不及。当下，“美术热”“美术生”成

了热词，美术高考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美术培

训”这个相对特殊的行业，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

关注。

美术培训是一门相对人性化，但标准很难统一

的学科，各地中学美术教师专业水平的不一致，导

致地方美术教学供需关系失衡，美术生离开学校到

各地进行美术专业课集训已是潮流。美术培训逐

步形成了一个从培训、教学、教材、画具、考试、文化

课补习各个环节有机协调的成熟市场体系。单从

培训效果来看，专业的集中强化培训的确能在较短

时间内帮助广大考生快速提升专业水平。各培训

机构也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

历年美术高考科目大都是素描、色彩、速写老

三样，形式无非是写生、默写、画照片。美术培训班

的老师们结合历年的高考情况，想要大致猜出美术

考题并非难事，然后通过几个月的突击培训，死记

硬背范画模板。通过这种方法考上美院的大有人

在，并且愈演愈烈。

熟悉培训班教学的都知道，素描头像反复默写

三个面，正面、侧面、四分之三侧面；色彩默写静物

（水果、蔬菜、花卉）、风景（水乡、城市）的冷暖色调

各一幅；速写站姿、坐姿、蹲姿各背一幅；只要模板

够好，够套路，不需要写生观察，不需要思考，每天

就跟机器一样，反复记忆，三个月下来基本上就可

以套用于美术高考了。美术教学也已从原来师傅

带徒弟因材施教的小班式教学，逐步变成了步骤统

一的大屏幕大班式教学；师生的教学互动减少，绘

画风格千人一面，甚至连绘画材料的使用也趋于模

式化。成绩的好坏往往在于对模板的适应程度以

及熟练程度。

我们常会批评各种美术培训班的模式化教学，

认为它是违背艺术规律的。但不管怎样，美术考前

培训还是以美术专业测试为唯一导向和检验标准

的，各培训机构教学方向、教学思路始终是根据美

术高考的要求进行的。美术高考就像一根无形的

指挥棒，影响着整个美术教育产业的发展。

中国美术学院作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美术院

校之一，是众多美术学子向往的殿堂，它的考试

改革，无疑会对整个美术培训产业起到风向标的

作用。

当大部分考生都在备考色彩静物、头像还有

场景速写时，不断默记套路中的构图、色调、用笔

时，国美突然一反常态，上来就先跟你先聊一通

哲学，这对于当前模式化的美术培训来说无异于

当头棒喝。

抛开今年看似奇怪的考题，回归到其考察内容

的本质，我们不难发现，美院校考要求的核心还是

最基本的绘画基础，只是考察内容和方式，跳出了

以往常规的套路，让那些只靠背诵历年高考模板的

机构和学生无所适从。

比如设计艺术类色彩考题《苹果色彩演绎》，考

生需要通过对苹果的形状，色彩、环境、味觉等方面

的感知，完成 6 幅不同色调、结构和形态的演绎表

现。要求考生通过对苹果的理解进行色彩默写，体

现从具象到抽象的序列变化呈现。这既需要学生掌

握具象的造型能力，又具备抽象的想象能力。具象

的苹果对于美院复试的学生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但

是抽象的概念具有太多的可能性 ，恰恰是最难被套

路的，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展现这个”苹果”，落实在画

面里，都会涉及到考生们对设计基础知识的掌握，以

及绘画技法的覆盖面。考生如果只是一味地以投机

取巧的方式应试，靠背模板、背素材、背套路的形式，

想要冲击国美设计，那么在这样的“新”考题的形势

下，便会露出马脚，暴露自己的短板不足。

同样的，在《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里，我

们是否看到了画面之外的生命与死亡，人类处在绝

望困境下永不放弃的坚强与希望；在《暖阳下的车

厢》里，除了其中的空间构成与影调氛围，我们是否

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联想到因疫情的肆虐，

让居家隔离的亿万地球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深

刻的个体寂寥与集体孤独。

美术作品同其他文学作品、音乐作品一样，都

是作者对生活现象、生活故事以及自己成长的一种

人生领悟和情感认知。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情

感是一种内心体验，是人对客物事物的态度的反

映，同时也反映了人与客观事物互相需要的关系。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上来说，情感是艺术创作的原动

力，也是艺术创作感染力的源泉。

此次的美院复试考题，从文学性而言甚至比高

考语文作文还难理解，需要有较好的文化底蕴和素

养才能较好地理解诗歌的意思，并通过扎实的绘画

手法表达出来，这对于文化课不好而转学美术的同

学来说或许是一种警醒，曾经“200 多分就能上提

前批次大学”“400分左右就是艺考生学霸”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文化素质过低的艺考生在进入

大学后，不仅会造成专业学习的困难，也会给艺术

院校教师的教学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在今年的国美美术高考改革中，我们可以很明

显地看出美院反套路的决心；同时也很明确地传达

出了这样一个信号：美院高考，考的不仅是学生基

本的美术功底，更是考察学生对艺术基本规律、情

感、技艺等的综合认知；不仅着眼于作品的色彩、结

构、造型等专业绘画技能，更是要考察和挖掘学生

们的创意思维及对艺术的整体感知能力。

美术高考作为选拔优秀艺术人才的重要手段，

其意义与责任无疑是巨大的，那些只会以投机取巧

死记硬背绘画模板，只靠短期突击培训默记作画步

骤，不讲究艺术发展规律，不重视艺术综合素养的

培训套路，想要考进中国美术学院将会变得越来越

难，因为善玩“套路”者终将会被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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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奕（衢州高级中学）学生作品

翁玉成（衢州高级中学）学生作品

郑抒羽（杭州第十四中学）学生作品

陈欣怡（杭州第十一中学）学生作品

姚佳杰（杭州高级中学）学生作品

陈清羽（杭州第七中学）学生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