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 美育
ART EDUCATION

责任编辑／黄俊娴／0571-853113982 0 2 42 0 2 4 .. 0 40 4 .. 1 31 3 CHINA ART WEEKLYCHINA ART WEEKLY

本报讯 黄俊娴 近日，一场艺术盛宴在杭七中解放路校区揭幕——“游记——张远帆

版画作品展”。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张远帆展出其历经多年艺术探索与创作的《游记》系列

版画作品。《游记》系列版画展不仅彰显了艺术家张远帆独特的艺术视角与精湛的创作技

艺，更是一场关于艺术教育的深刻对话。

杭七中与中国美术学院渊源深厚，双方在人才培养与师资交流方面紧密合作。杭七

中解放校区更是早期中学美术社团“金牛社”的发源地，因此，此次画展选址于此，既是对

美术教育历史的致敬，也是对新一代青少年艺术热情的激发。

令展览作者张远帆尤为感动的是，杭七中的学生们在观展后，为展出的72幅作品创

作了72首诗歌。这种“读你千遍，心绪万端”的方式，用诗歌的形式解读版画作品，让视觉

艺术与文学艺术在碰撞中绽放出最美丽的火花。学生们的鉴赏力、表达力和创造力在诗

歌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实现了诗画同行、艺文皆美的艺术效果。

此次活动不仅展示了张远帆教授的艺术成就，更激发了学生们的创作热情，为校园艺

术氛围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体现了杭七中在推动艺术教育发展、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方面的积极探索与实践。

杭七中学子用72首诗歌
解读张远帆72幅版画

高中美术生在培养过程中如何利用学科优势，充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创新力，以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正是艺考改革对广大美术生的新期待。

超越模仿 探索个性

高中美术艺考生参加高考的基本科目是素描、色彩和综合速写，可引导学

生充分挖掘表现对象、表现手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拓展学生视野，激发学习欲

望。运用好有利于激发学生求知欲，触动学生好奇心，调动学习积极性和主动

性的教学内容。古今中外，艺术表现题材、表现形式千姿百态，教师应精心选取

教学内容，改变传统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单一化状态，培养和保

护学生学习兴趣和信心，激发起他们对美好事物的表现欲望和创作的冲动。

选择有利于培养学生知识迁移和发散思维的内容。美术教学不仅仅只

是传统意义上的美术学习，要看是否有利于学生的创造能力培养，是否有利

于学生的个性品质完善，是否有利于知识的迁移。要引导学生沿着不同的途

径，突破传统思维习惯和模式，产生大量的变异见解，有意识地促使学生从多

方位、多角度思考，以培养学生发散思维的能力。

要符合学生个体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学生在性格、修养、阅

历、生活环境、作画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不同，这就造成了学生思维方式和作业

面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学习过程中呈现状态的多样性。教学设计要避免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形式“一刀切”，要针对学生个性特点和实际情况，

使之顺应其成长规律，符合不同学生的发展需要，以利于他们潜力的开发和

技能提高。模仿作为基础训练固然重要，但没有自己的内心感受和积极的思

考，很容易导致学生陷于僵化的思维模式，使作业呆板、乏味、缺少生机，甚至

阻碍学生创造意识的发展。

发挥过程优势 保护个性

美术教学活动过程的有效开展是促进学生创新意识的基本途径。艺术

贵在创新，学生成长阶段是思维和认知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们善于接受新

生事物。往往同一题材几十张作业会有几十张不同面貌和特点的画面，这可

能就是显露学生创造意识和艺术才智的“闪光点”，需要教师及时发现这些

“闪光点”，因势利导，鼓励学生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和想象力，促使形成宝贵的

艺术个性和创造素养。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要注意保护学生独特的个性，并给予其自由发挥

的环境和空间。在美术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立足于自身实际，将自己的内

心世界以独特的方式大胆地表现出来，同时能对他人的作品发表自己与众不

同的见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营造出轻松愉快、和谐民主的学习氛围，学

生作业中的优点，教师应及时给予鼓励和表扬，存在的不足，给予耐心的疏导

和帮助，这种环境下，会有利于学生创造意识的培养，为形成健康的心理素

质，完善其个性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引导学生在美术学习活动中积极发挥想象思维和提高观察能力。美术

教学过程中的室内外写生、社会实践等，是培养学生观察力和想象力的有效

途径。教师应运用科学合理及有趣味的教学方法吸引学生，让他们积极主动

地参与，激发起他们对美好事物的表现欲望和创作的冲动。利用美术学科的

优势，在课堂教学及其他活动中引导学生观察社会和自然现象，培养学生发

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水平。

正向鼓励 助推创造力

正向合理的评价可以促进和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评价应使不同先天

素质和个性特点的学生通过美术活动都得到发展，并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充分

感受到成就感，使学生树立起学习的自信心和自觉性。作品良莠的评价没有

标准答案，教师千万不能随意否定，这会使学生失去学习美术的兴趣，失去创

造中的自由意识。

鼓励探索与创新，杜绝平淡与重复，重视个性的培养。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所撰的《学会生存》一书指出：“在创造艺术形式和美的感觉的过程中，我们

获得了美感经验。这种美感经验和科学经验是我们感知这个万古长青的世

界的两条道路，如同清晰思考的能力一样，一个人的想象力也必须得到发展，

因为：想象力既是艺术创造的源泉，也是科学发明的源泉。”作为美术教育工

作者，要注意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取

消只用一个标准、一个答案，只求共性、忽视个性的评价方法，以避免学生只

追求作业表面效果，无创新意识和见解。

在大力倡导创新教育的今天，美术教育教学更应该发挥出它所具有的独

特作用，教学内容的设计，教学方法的实施，教学结果的评价，都应该围绕着

服务于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这一重要目标。

艺考改革下，如何挖掘美术
生的创新潜能？
■邵普差（岱山县东沙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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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川
■周雨桐（杭州第七中学学生）

昔闻黄河水，今至壶口边，飞湍争喧豗，砯崖万壑雷，怒川浪拍天，气势震耳聋，奔流不

复回，叹此良久立，忆昔豪杰多。

千古风流物，于此望故乡，士凝妇玉箸，犹忆花烛夜，家国难当前，男儿生横行，不教胡

马度。

兰屿
■叶佳瑞（杭州第七中学学生）

夜暮如浪潮般扑向这片土地，

贪婪吞噬着小屿最后的聒噪。

蒸发在黯靛色的海风中，

百无聊赖。

只听着，雾绿色天空中她在唤着——

慢慢的，

微微的蓝雨牛毛似轻轻飞来，

这片泥泞的土地上流淌着青色的兰花，

还有游人的泪。

只听她说：

你无需发出声音，请带上那颗热烈且向往自

由的心——

去向那不被定义惟属于自己内心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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