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2020 是湖北美术学院建校的 100 周年，

她是我国成立最早的美术院校之一，其发展历程

和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演变过程是高度一致的。

以传统写实主义体系为内核一路走来的学生培养

模式、学科体系，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印记、缩影。

当下变化节奏与信息获取方式的多元，扩招与就

业压力等现实问题促使我们紧随时代进行必要的

改变。在保持优良的传统基础上尝试三三制的培

养模式，由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多元培养等阶

段，引导学生最终走向专业研究、交叉复合、创

业就业等三种发展路径，或许是我们针对新时代

背景下诸多境况可以选择的学生培养良性途径。

关键词：三三制，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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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year i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Hubei Institute 

of Fine Arts, which is one of the oldest fine arts colleges in China.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China’s higher fine arts 

education. With the traditional realism system as the core,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the 

student cultivating methods and discipline systems can be seen here. The current pace 

of change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the expansion of enrollment 

and employment pressure and other practical issues are urging us to make necessary 

changes in line with the times. 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the fine tradition, the “three-

three system” cultivating method is tried. From the stages of general training, major 

training and multiple training, students are eventually guided to three development paths 

of professional research, intersection and inter-discipline, as well as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which may be the benign cultivation paths that we can choose in view of 

many circumstanc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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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科三三制培养模式研究
——以湖北美术学院绘画专业教学为例

The Research of “Three-three System” Cultivating Method in Fine Arts

——Taking Hubei Institute of Fine Arts’ Teaching in Painting as an Example

张  炼  朱明健 Zhang Lian  Zhu Mingjian

一、美术学科传统教学模式的由来

寻根溯源，我国美术学科的传统教学模

式由以法国及苏联写实主义绘画教学体系为

主体演变而来。早在清末洋务运动时期，我

国揭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序幕，诸多启蒙思想

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倡导以工商业与科技、

美术结缘以至融合的西方模式来改良格局，

他们认为这样对发展民族工商业，丰富人民

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有重要意义。有关美

术方面对西方模式借鉴，康有为提出：“今

宜取欧西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陈独

秀疾呼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西画的写

实精神。”蔡元培也力倡中国画“采西洋

画布景写实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野风

景”，1 简而言之是指对西方写实主义的撷取。

有着“九省通衢”美誉的湖北，当时在

张之洞大力兴办实业与新型学堂的情境下，

武汉三镇的经济、文化乃至思想活跃度皆处

于全国前列，这亦是武昌起义成功的主要原

因。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蒋兰圃曾在武昌西画

社学习各类西画课程，1917 年，他与唐义

精、徐子珩组织美术研究社共同研究绘画原

理并传播西画。1919年，蔡元培在《新青年》

上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后，1920 年蒋

兰圃、唐义精和徐子珩在武昌成立了湖北美

术学院的前身武昌美术学校，蔡元培专门为

学校题词“推行美育”。建校初期就确立了

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教学思想，具

体举措有立足于中国传统开设考古等课程，

聘请大量有留洋经历教师执教，其中唐一禾

从法国带回了学院写实教学法。在这样的生

态土壤中，学校逐步形成了以写实为造型基

础的传统。同时期的其他美术学校教学理念

都较为类似，如徐悲鸿在国立艺专也提倡“美

术应以写实主义为主”，以写生为基础、主

张现实主义……由这些前辈精英们的共同努

力，我国新兴美术学校孕育出了西方学院教

学模式的雏形，基于民主、科学的新美术成

为了美术教育的主流。

新中国成立后各类院校都在借鉴苏联教

育建设的先进经验，高等美术院校也引进了

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包括有契斯恰柯夫

素描体系，邀请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等举办

培训班，译介各种理论著作以及选派留苏学

生。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美术教学形成

了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指导思想是毛泽东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即重视艺术创

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重视培养学生在生活

中寻找、整理素材的能力。20 世纪 80 年代

是西方思潮大量涌入艺术样式纷至沓来的时

期，“85 新潮”中湖北艺术氛围空前繁荣

就是最好的例证，艺术样式的多元容易引起

教学的改变，也对传统教育体系提出了新的

要求。为了让学生掌握基本的造型能力，以

创新的思维应对纷繁的讯息，湖北美术学院

美术学科在深厚的积淀中形成了“兼收并蓄”

的学术精神和“兼容互动”的教学理念，注

重写生与创作的合理从属关系，强调基础和

传统艺术教育共融的两段制教学体系，形成

了课堂教学、学术活动及社会实践为一体的

课堂构架，旨在让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

握、基本技能的训练与实际能力的培养互相

融通和有机结合，实现全面发展。

二、美术学科三三制培养模式提出的意义

国际经济、社会形势发生着巨大的变

化，高等教育所处的宏观背景也在发生着根

本性的变化。美术学科与社会资讯、文化形

态的变化密不可分，所以新时代下的文化形

态的变化是美术学科培养模式转变的动力来

源，三三制培养模式也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

来的。

美术学科的首要任务是关注学生的成长

与发展，为社会多元化的需要提供高素质人

才。全球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人工智能、虚拟

现实、新兴科技正在并持续重塑人们的生产

和生活方式。在这样全新的语境下，视觉艺

术的形态边界、创作形式、接受途径也在悄

然发生着变化：新科技的介入，创作材料和

手法的不断革新促使视觉艺术的边界广延，

我们的创作形式从传统的绘画、设计延展到

了声音、色彩、文字、图形、影像抑或特效

综合起来的交互艺术甚至是网络行为等方

面；艺术的体验方式也不再局限于传统架上

绘画的视觉观看形态 , 而是扩展到视觉、听

觉、嗅觉等多种感官交集的综合体验形式上

了。诸如此类的多元化、创造性艺术形态的

延伸对我们经由写实主义而来的传统教育模

式提出了新要求。

再则，互联网持续的迅猛发展作用下资

讯的快速传播，信息分享的便捷性，也让我

们的教学方式及学生创作上出现了多方面的

趋同态势。如张敢在“千里之行”高等美术

院校优秀毕业作品展上所说的：“……最突

出的就是几大美院学生作品的趋同化，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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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作品的题材上，还是艺术语言都表现得

极为明显……”2 这些问题在近几年的学术

交流中屡屡被尖锐地提出。以三三制模式为

框架，在专业课和理论课之外设置地域美术

类课程；将针对地域社会科学研究成立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或者工作室引入教学

中，或许是避免学生作品趋同化的有效办

法之一。例如，湖北美术学院的所在地武

汉，先秦时期隶属楚国，楚国的文学、艺

术所取得成就几乎与中原文明平分秋色。

在美术学科中若能加强楚地域文化、艺术

史论的研究，带动学生对楚国文物或艺术

符号的学习，建立考古、文物发掘学科之

间的联系，美院学生对地域文物和符号的

学习就可以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对

文献资料和地域史论的学习也会更为深刻。

将地域美术教育的延伸作为三三制培养模

式的组成部分，是美术院校保持自身办学

传统兼具特色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在现

行的美术教育体系下坚守传统文化和地域

美术的研究，为美术学科的教育带来更多

可能性的良性途径。

此外，近十几年来教育产业化的变革，

美术学科和其他高等院校一样，学生的扩招

比例越来越大，随之而来学生面临的就业竞

争也愈发激烈，这样的现实境况在三三制培

养模式的多元培养阶段引导学生进入更好地

适应就业学习语境中也会有所改观。

三、三三制培养模式的具体途径——以绘画

专业教学为例

当下，美术已不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学

科，而是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交融重新定义的

文化语境的学科。美术的多元跨界促使教育

边界不断扩展和延伸，突破了学科的界限，

跨界共融是当代美术学科教育的发展趋势。

注重学科间的跨界交融，加强交叉学科的探

索建设，以多元视角不断拓展高等美术教育

边界，建立多层次、多学科、立体多元、融

合共进的教育体系，已然成为美术教育的主

流。绘画专业教学三三制是这种趋势的体

现，有利于学科建设与本科教学融通，通

识教育与个性化培养融通，拓宽基础与强

化实践融通。

概括来说，绘画专业教学三三制培养模

式通过三个不同的培养阶段：大类基础培养

阶段、专业基础培养阶段、工作室多元培养

阶段完成。最终多元培养阶段引导学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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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研究、交叉复合、创业就业等三类发展

路径或方向来综合呈现。

1. 教学结构上的三段制。

在湖北美术学院，一年级大类培养阶段

希望可以实现学科结构开放融通的目标，成

立于 2006 年的涵盖全校所有专业方向的视

觉艺术基础部上得到体现。视觉艺术基础部

的所有课程设计及教学建构以“知识点”为

纲、“语言呈现”为目，打通学科、专业之

间的壁垒，以“通识教育”为本的“通专结

合”为终极要求，开设了素描、色彩等传统

基础课程，还增设了“图式语言”“中国传

统绘画语言”“空间图式”等通识艺术基础

的课程，具体由绘画学科各专业在师资调配、

课程设置上的贯通与共享等方式，强调各个

不同专业本体建设的同时，改变单一的教学

模式和教学层面，坚持以各类传统绘画语言

为基础，融合绘画造型艺术学科的多元化形

态和前沿艺术理念推动传统大类培养所需的

课程改革。

学生进入二年级专业培养阶段，国、油、

版、雕、壁等各方向都通过特有的基础课程

完成此阶段的教学任务。以版画为例，学生

从基础部回到系部后，就会进入基础普修和

版种专修两个阶段的教学语境中。具体有木

版画、石版画、铜版画、丝网版画、版画技

法、创作基础与意识训练、书籍装帧与设计、

生的专业指导和知识体系的主动构建，提升

学生对学科专业方向、个人学业规划以及职

业生涯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指导学

生专业能力的持续训练和提高。所有学生从

三年级开始可以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艺术

创作、设计等活动。试验班的教学基本上由

全院优秀骨干教师和学科、专业带头人承担，

并聘请校内外、海内外著名学者和业界精英

来试验班授课，打造并保障试验班高水平、

国际化的教学师资队伍和实际的教学效果。

2019 年，学校在近八年的经验积累基础上

将此项目模式推广到各院系。院系可自主依

照“致美拔尖”班的教学管理方式在三年级

建立“敏行班”，让入选的学生获得更好的

未来发展可能性，让学生的培养方向更为多

元化。

第二个培养方向是有关由高年级的系统

化训练后，为学生们的兴趣提升，有意愿继

续研究生、博士教育而设定的。这一阶段，

我校绘画学科的学生都将进入各个专业化、

系统化的学习过程中，具体为中国画专业开

设的山水、花鸟、人物等课程，油画系的

写实、表现、抽象、材料的工作室等，壁

画专业的架上壁画与材料、空间壁画工作室，

版画系的版种、综合媒材和插画工作室等。

学生在系统学习的过程中，可以从本专业宽

泛的兴趣转向专项的训练和研究，通过选择

工作室与导师，完成四年级的毕业创作。在

毕业创作过程中，以专业应用研究为基础的

跨专业融合性教学引导，也是我校绘画学科

的特色之一。比如寻找版画艺术与插画、书

籍、影像、印刷设计等领域之间的关联性，

综合媒介版画与油画、水彩、壁画或其它绘

画形式之间的复合呈现。学生在一二年级对

本专业、跨专业，跨院系选修课甚至跨专业

科研方向的不了解都会在这个阶段得到解

决。报考学校时对专业的懵懂理解会变得清

晰明朗，也会真正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

向去继续学习深造。此外学校还与武汉南湖

片区九校联合办学，充分利用兄弟院校在经

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工学等学科方

面的优秀师资、优质课程、教学场所等教学

资源，为学生提供了跨学科跨专业学习的条

件，贮备更丰富的适应就业的专项技能。

第三是由专业技能的掌握到“互联网 +”

创业就业的方向培养，核心目的是让学生毕

业后能获得更好更多的就业机会。当前，“互

联网 +”是一种全面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互

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的产物，核心是信息技

术在社会发展部门的扩散以及应用的过程。

毋庸置疑，这些技术环节及过程都需要艺术

类人才。所以，“互联网 +”为美术学科的

学生就业创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在环境平

台、技术等方面进行教学引导，能让学生在

创业、就业阶段更好地利用互联网。我校美

术学科几乎每个专业在就业适应性环节都会

引导学生在高年级熟练掌握的本专业技能，

向积累应用经验及实际操作等方向转换。如

学校利用昙华林校区地处市中心的地缘优势

创建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让学生在区域经

济文化实体项目的建设过程中进行实践学

习；壁画专业近年来加深与社会企业的协作

关系，与武汉世纪都会商场有限公司、腾讯

平台（武汉）等社会机构或公司签订协议，

设立“湖北美术学院公共艺术专业公共商业

空间校外教学实践基地”，以及教师带队的

进行大型的壁画创作实践活动都是颇有成效

的方式……上述举措都是让学生通过自己所

学，更好地参与企业项目，了解互联网时代

市场定位及产品的开发、生产和市场运作转

换的流程，进而养成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获得更好的职业适应性。将专业学习与社会

生产生活实践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将艺术

与生活联系起来，关注时代，关注生活，服

务社会，这亦是美术学科人才培养上的终极

关怀。

四、结语：

无论是从通识阶段的基础部教学，在

现有的教学模块中提出地域化教学版块，还

是各专业的全面、宽泛性培养，或是高年级

针对专业性的或更高层次的深造教育需求，

抑或是向职业规划转换上的所有举措，三三

制的教学模式核心都是希望达到融知识传

授与能力培养为一体，融教学与科研为一

体，融业务培养与素质提升为一体的目标。

在这种模式下，真正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体系，从硬件上将以教室为主体的学习格

局，改变为整个校园处处都有可以交流、学

习的开放之地；建立更多有特色的工作室，

如地域文化研究方向等不同学科的工作室，

实现教与学良性的双向选择，使学生有更多

的选择空间，真正从学年制过渡到学分制，

或许是契合当下社会发展对美术学科新需

求的合理途径。

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到

来，当代视觉艺术文化了受到了各种功利主

义、实用主义思潮的冲击。蔡元培题“推行

美育”勉励学校办学已近百年，在此时，强

调注重中国美学传统的内在精神，注重学校

独特的发展文化脉络，关注地域美术研究成

果，将其“活化”于美术学科教学之中，显

得更为有价值。当代视觉艺术教育既要培养

学生的专业技能与艺术思维习惯，还要加强

学生综合思想和文化等方面的素养提升，包

括正确的艺术价值观以及历史、哲学、文学、

社会学等方面的人文社科类知识。通过三三

制教学模式建构更丰富的知识架构，能提高

学生们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创作出更多积极

健康向上的作品，进而引导他们拥有大爱的

艺术胸襟及情怀。

注释：

1. 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中国美

术学院出版社，2002 年，第 124 页。

2. 徐冰，张敢：《千里之行》，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6 年，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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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绘本书等课程。教学目标是让学生迅速

提高木版画、石版画、铜版画、丝网版画四

个版种基本语言技能和综合版画素养；以版

画本专业特性为出发点，突破传统材料与技

术的专业局限，注重多种视觉经验的研究、

发现与运用；尝试新的艺术方式与版画传统

媒介形式语言相结合在当代艺术表达的多种

可能性。在这个阶段，学校会跨专业开设大

量的选修课程，二年级后每学期三周的选修

课程，意在打通专业的壁垒，让学生自主选

择的课程更为丰富。

三年级各方向的本体课程巩固到毕业创

作阶段的最终呈现，这个多元培养阶段以专

业拓展研究为基础的学科交叉融合性教学为

主要任务。如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结合系部

自身及专业实际情况，探索出的“1+1+2”

培养模式就达到了良好效果。具体表现为根

据人才培养方案，严格规范教学管理和课程

建设，合理安排一年一度专业课程的教学进

度。实行“课程制”与“工作室制”并行的

教学模式，进一步加大素描、油画等基础课

程的训练力度。专业教学以“A3 计划”项

目为平台，建立以专业基本课程为基点，着

重多元研究方向的工作室制度，并逐步完善

配套制度、设施，整合教学、科研与服务，

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此外，如雕塑专业

设置的雕塑创作材料语言与表现、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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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技法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应用、雕塑与

素描造型语言、当代艺术的公共性，陶瓷艺

术专业下设“现代陶艺”和“当代陶瓷图式

语言艺术”等研究方向，也都是以本专业特

性为出发点，突破传统材料与技术的专业局

限，注重跨学科视觉经验的研究、发现与运

用，尝试新艺术与传统媒介形式语言结合在

当代艺术表达中的多种可能性为多元培养阶

段教学目标的。

2. 培养目标与形式上的三个方向。

我校美术学科的第一个培养方向是为

了引导部分学生专业的发展设定的，体现

在 2011 年开始的“致美拔尖”创新人才培

育试验计划。该计划是“湖北省普通高等学

校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试验计划”项目之一。

“致美拔尖”计划重视学生主体意识、创新

思维和艺术潜能的唤醒，通过“单独组班，

集中研修与分散教学”相结合的创新方式，

探索高端视觉艺术人才创新性的灵活培养模

式。试验班的人才培养方案打破传统的课程

模式划分，建立跨美术学、设计艺术学和艺

术学学科的以探索培养为导向的综合性课程

体系。因材施教，实行个性化培养，提供课

程模块，由学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组合并构

建具体课程体系进行学习。进入二年级上学

期后，学生可以根据兴趣特长通过双向选择

确定专业学习首席导师，由导师全面负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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