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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师子女绘画启蒙研究
■邱涛（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当代艺术研究所执行所长、副教授）

当下儿童绘画培训越来越程式化、套路化，或许是为了迎合部分家长

不得已而为之，所以特意功利性地去“程式”、去“套路”。那么作为美术老

师是如何看待自己孩子的艺术启蒙的呢？作为家长以及美术教师浙江外

国语学院国际当代艺术研究所执行所长、副教授邱涛，就儿童绘画教学普

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展开研究与讨论。

当下儿童绘画教学中的普遍套路与程式

套路，泛指成套的技巧、方法，为达目的而精心策

划的一套计划，现在也是网络流行语；程式，是指按照

规定的公式和步骤去做事，墨守成规、缺少变通。下

面介绍几个普遍存在的套路和程式：

（1）“临摹”，大多人认为“临”的过程是欣赏和学

习的过程，于是让学生按照前人的技法一笔一笔描

摹。如凡·高的《向日葵》，估计是孩子们临摹最多的

一件作品了。其实这个过程容易在孩子们头脑中形

成一种过于概念化的套路和模式，这样一来，每个人

的风格都与凡·高类似。

（2）“变化”，以创作的名义去改变，让学生对原

画进行小改动。如油画改成水彩画，张开的眼睛改成

闭上的眼睛等，由此类推去“变化”，以为这样可以使

孩子们的思维从框架中得到开拓和延伸。殊不知那

个“框架”也是老师和家长设计出来的。

（3）“添加”，将画面的所谓完整作为最终目的，

不断地进行“画蛇添足”。如把一片叶子变成无数片，

把空白的地方填满。其实就是运用各种内容来代替

“点”“线”“面”，直到整幅画面看起来“完整”。

（4）“创新”，是在之前已有的“临摹”“变化”和“添

加”基础上再加工。其实很多内容和形式已基本确

定，创新也只是换个“说法”（比如在方式、环境、材料、

空间上做文章）。看似多样，但本质没有太多改变。

以上情况就是目前社会上各类儿童绘画教育机

构普遍采用的套路和程式。把存在的问题反当“魔法

棒”，在教学实践中通过上述手段（比如“完整”的画

面、画得像等）实现机构招生的目的。

当前儿童绘画教学中存在的两个大问题

（1）谁在画？或许大家都会马上意识到行为者肯

定是孩子，但其实，这只是一个表象，很多小朋友虽然

在画，但行为主体却不是孩子，而是孩子背后的老师和

家长。

（2）谁在教？很多老师会拿出优秀作品让学生临

摹，在此过程中，老师往往会过于关注画面中的一根

线、一个圆，以及颜色涂得是否均匀，试图通过这种方

式去启发学生，最后学生们在“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束

手束脚中完成一件作品，而这样的作品其实是老师头

脑中早已生成的标准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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