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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画教学理论研究，始终难以避免一个两难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我们有全国八大美术学院的中国
画系，有些美术学院的办学历史至少有80年之久，至于各种艺术学院，或师范大学艺术院系的中国画
系科，更是各展所长、群芳争艳，这是指“教”的培养体制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每年毕业的本科生
、研究生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有些五六十年以前美院的毕业生，现在已是画坛大师、泰斗级人物。
既有人才的辈出，当然也可以代表“学”的成功率或曰效果方面的成绩。
既如此，则当代中国画教学本身，好像应该不存在什么疑问，有“教”有“学”，还有什么可赘言的?
   但如果从科学的立场上看：我们对当代中国画教学的现状又非常不满意。
它也有几个同样重要的指标：比如，大量的大学中国画教学活动过程，其实质是画家个人绘画技术经
验传授的过程。
不但是关于“学术”的中国画学、画史、画论这些纯理论的课目，越是专业程度高的美院中国画系，
反而越不重视，即使是单纯的技法、临摹、创作等实践类课程，在教育过程中也是凭个人经验而为之
——个人经验当然有它合理的构成要素，但在大学的授课过程中，只考虑教师个人个性化技法经验而
忽视作为通用性的“基础性技法规则”，这显然是太接近于职业技术学院或专业画院师徒授受的类型
，而缺乏作为大学应有的风范与综合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
其实，真正的大学层面的中国画教学，即使是技法的教学，也必须以“学科”理论作为前导，按规范
、原则、原理讲解与示范，而不是以个人理解或个性技法经验简单传授为基准。
由是，真正的中国画教学在大学层面被确立，应该以一整套具有教育学意义(它包括教学思想、课程大
纲、教材与教学法、教师教案、教学效果测评体系等内容)的有形体系来体现。
但在目前，仅仅以名画家来充任教师，忽视或轻视教师的教育学知识的培养与运用的现实情况下，这
一整套规则的确立有着特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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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振濂，号颐斋，原籍浙江鄞县。
1956年2月26日生于上海，1981年毕业与中国美术学院。
现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
所所张和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中国书法理论家协会主席，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陈振濂同时以创作、理论、教育三方面的开创性成果享誉当代。
1992年在日本举办“陈振濂书法绘画篆刻展览”，迄今为止已举办过个展5次。
出版有《陈振濂书画篆刻集》及展览图录两种。
专攻书画篆刻理论研究，目前已出版学术专著32种，内容涉及古典诗歌、中国画、书法、篆刻等各个
方面，并旁涉日本书法绘画。
在书法创作方面倡导“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强调书法创作的构思、主题、形式与技巧的综合性，
为书法艺术从古典 向当代的转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专业思考与实践成果，并以此成果荣获中国文联“
百名优秀青年文艺家”称号（1999）。
在书法理论方面倡导“书法学”学科研究，主编《书法学》学术专著，为书法理论的体系化、规范化
、专业化提出了完整的学科构想，此成果已荣获“文化部第一届优秀艺术科学成果奖”（1999）。
在书法教育方面，创立了“陈振濂书法教学法”，有史以来第一次以书法教育学成果获国家级大奖
（1988）和霍英东教学基金奖（1989）。
有大学教材著述5种行世，并主编大学书法教材集成”15种。
在文艺评论方面，获“中国当代文艺评论奖”（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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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　篇　　第一章　近现代中国画教学“非体系化”“非学科化”现象的五个原因　　说这100年
新式教育（或新式美术教育）历史中，我们都没有自己的思考，可能会遭致大部分美术院校中国画专
业教师的反对栽们什么时候都成了“笨伯”，要等哪位先知先觉来点拨?但如果抱着一种平心静气的、
科学的态度，经过反复比较，我们又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实?它的历史依据与时代、社会依据是什么?　　依拙见，它应该有以下五个方
面的原因。
　　第一节　美术教育近代化的”时间”的特殊涵义　　从上世纪初中国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开始
，中国的近代化首先即表现为教育的近代化。
作为有形体制的表现，从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等学堂、师范学堂一直到京师大学堂，这一整
套与中国古代书院、私塾直到翰林院、国子监、弘文馆⋯⋯的理念完全不同的新式教育体制，首先源
自于西洋（或作为“脱亚入欧”的东洋的）模式而并不是基于中国古代封建时代老祖宗的模式。
它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引进”的模式。
　　“引进”的时间刻度，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美术学校成立之时，也即是上海图画美术院（1912年，
后来改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成立时间。
这意味着在当时引进的美术教育（绘画教育）模式，是基于20世纪20年代之前我们对绘画教育的认识
而进行定位的。
而在经过这样的初步定位之后，在30、40、50直到90年代的美术学院的教师们，都视这种教育模式为
当然的“传统”，是不可逾越的神圣的“界线”。
我们的教师本身即是从这种模式中培养、成长起来的，在视为“当然”的传统观念束缚上，他们还对
它怀抱着无法解开的感情“情结”。
即使有时会做一些小修小补的工作，却基本上不会对之做彻底的、本质性的反省。
而从20年代到世纪末的2000年，我们在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艺术史、美学史等各个方面，曾经
看到任何一种突飞猛进的长足进展?在这方面，我们可与书法作比．书法在20年代是无人问津的冷门，
连是不是艺术也尚在争论之中。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画形式美学的展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