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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礎教學中孵生

進行基本功習作的

作品意識培養 傅仲超

—、關於基本功教學的思考
隨著時代的進步，人類知識結構、認識範圍的重組與拓展，新 

的觀念、新的思維方法的確立，各種知識的互爲溶匯，今天的文化 

藝術呈現出一種多維互補的發展態勢，顯現出現代社會發展的特 

質°作爲直接肩負爲社會輸送合格專材的美術院校，它的教學方式 

方法及價値標準，將對整個美術發展起到舉足重輕的影響。反映 

在数學上，特別是在基礎教學上，它應該有一整套與之相適應的訓 

練方式方法，一種能符合藝術自身發展和藝術教育規律的清晰的教 

學思單。但是當人們用今天的觀點從新審視以往的教學時，不難看 

到現行的美術基礎教學存在著一些問題，較之藝術的發展要求顯得 

滯後。

美術基礎教學中,對基本功的認識與訓練長期以來存在著一些 

偏頗甚至誤導。或片面強調學生行爲方式的技能訓練，忽視行爲方 

式與心理思維活動兩者的互存關係；或雖承認並看到這種互存關 

係，但在一種舊有教學模式下養成的貫性認識，導致在訓練程序、 

方式方法上將兩者置於主次和先後地位，進行“分而治之”，人爲 

地割裂了二者在基本功訓練中的同步關係。基礎課、各門專業課 

與創作課在教學思想、教學銜接等方面存在著明顯脫勾，將不可避 

免地給我們的美術教育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如何正確認識基本功 

的内涵？如何擺正技能與思維能力在基礎訓練中的位置？如何處 

理好基礎課'各門專業課與創作的關係？已成爲當前美術教學中 

急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基礎課教學中，圍繞技能與思維能力的培養一直爭論不休，作 

法各異。但有一點則是大家應共同信守的，即基本訓練的内容不僅 

限於造型技能與專業技能技法訓練，還應該包括思維能力的培養， 

更重要的是在教學中要找到二者的契合點，使這些訓練内容眞正落 

實到實處。要作到這一點，則首先需要對基本功的内涵以及訓練中 

應涉及的諸種藝術課題，進行疏理。以往在基礎課中過份強調技能 

訓練，忽視其它能力與素質的培養，造成學生營養不良的現象是比 

較嚴重的。誠然，一個專門人材必須要經過艱苦持久的基本功技能 

的訓練，作爲視覺藝術的繪畫，它的造型性決定了塑造技能的重 

要性，因此，對物象的形、色、質、結構、黑白、對比、和諧以及 

構圖、透視'筆墨、材料工具等造型規律、塑造技能的掌握，自然 
成爲基本功訓練課程的重要内容，並作爲一種教學原則確立下來［ 

而且還有待於繼續給予充分重視和硏究。由此，不難明白美術基 

礎教學中造型技能與技法地位的重要性。但正因其重要，卻往往容 

易忽略基本功訓練中與技能同等重要的其它課題的存在。那種言 

必乂X具有扎實的造型功夫 ' 堅實的專業基本功、過硬的毎彩能 

力'筆墨功底等對技能的絕對化認識，不是在人們周圍普遍存在 

嗎？技能'技法能代表一切嗎？若是，在我們周圍爲什麼會出現衆 

多技能過硬卻智能低下的"畫家”呢？ “如果說材料、工具、技 

術'知性'經驗五者俱備即可創造優異的作品，則不然，因爲其 

中還缺少了極爲重要的因素……，一個優秀的藝術家、設計家，無 

論如何，需要豐富的構想和敏銳的美好感性，這一點乃是區別藝術 

家與工匠的關鍵……，“對造型藝術家來說最重要的是’創造力 

'”。對美術家是這樣，在美術教學中對學生基本功能力的訓練亦 

是這樣。基礎是一種大的概念，技能 ' 工具、材料 ' 知性、經驗祇 

是基礎的一部份。基礎教學及基本功的内涵還應包括審美意識、 

想象力與造創力'設計與構成意識等屬人的思維活動的能力培養， 

這是基本功訓練中不可回避的諸種藝術課題。那種視基本功技能 

訓練爲全部意義的教學，限制了主體精神的年真.極參予，忽視了藝術 

的學習是帶有強烈情感色彩的實踐活動這一基本事實。這種教學， 

旣不利於學生全面發展也不利於對技能技法的學習和掌握。

承認技能與審美諸意識在基本功教學中的互存關係，是我們搞 

好教學的首要前提。但看到問題並不等於解決了問題，教學的具體 

性要求如何將這兩大方面正確地置於基本功訓練中，並選擇一種 

更合理的訓練方式方法，使其具有可操作性，收到眞正意義上的效 

果，這是基本功訓練成敗的關鍵。由於造型藝術毎罷造技能與思維 

形態存在著外觀形態上的差異，反映在教學中，往1宙初級技能的訓 

練與掌握在表面上呈現出的捷足先登的短暫優勢較之思維活動中 

的審美、創造諸意識的無形增進更爲明顯，更爲直觀，從而片面夸 

大技能訓練的有效性。更由於多年來在低年級打基礎，高年級再談* 

創造的教學思路下認定的割裂式教學扌呈序及方式方法,使教師在指 
導技能 ' 技法訓練中顯得很有.“章建”，很自信，而對學生在思維 

活動方面的引導卻明顯地軟弱和力不從心。教師如此，學生亦當然 

如此。這種教學思想及方式有意無意地將二者擺在了一個不恰當 

的位置，忽視了思維能力與技能訓練一樣有一個培養訓練漸次提高 

的過程，忽視了兩者在基本功訓練中不僅互存而且亦是同步的關 

係。在逻强情況下思維活動中的審美，創造等意識的培養甚至還 

應該先行一步，這不僅因爲它對人的行爲方式給予指導，賦予作 

品'習作更高的精神品味，使基本功習作具有一定的作品意義，而 

且亦是推動藝術創造的持久動力。

二'基本功習作的作品意義和創作的內在聯繫

及其重要性
近年來，隨著我國美術院校間就美術基本功與創作教學問題的 

交流 ' 切磋，在一些大的課題範圍内取得了共識，並根據各自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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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對原有教學框架進行重新調整'修訂，提出了許多新的教學觀 

點、教學思路，並將各自認爲切實可行的教學方式方法運用到具體 

的教學實踐中。

考慮到基本功教學中，未曾解決好技能與諸種藝術課題的互 

存、同步關係，考慮到現行的基礎課' 各門專業課的作業相對於創 

作被習慣稱之爲習作的片面理解與劃分，從而削弱在基本功作業中 

對審美與創造意識的自覺追求，誤導學生視熟練、靈巧'豐富'酷 

似等特徵爲至高無上，降低了基本功習作的藝術檔次，我認爲整個 

藝術活動，包括基礎訓練與創作是一個連貫的'綜合的具有多方面 

相關因素的全過程體驗。在這個過程中彼此應有勾通的渠道，習作 

與創作之間没有而且也不應該存在鴻溝。因爲，學生在基本功訓練 

中亦如創作一樣，對各種造型因素的審美特性的領悟、將自然物象 

轉化爲藝術形象審美過程中引發出的創造性衝動與愉悅的體驗' 

用藝術的方法重組畫面等所表現出的思維形態與行爲方式，在基本 

功習作與創作上應是一致的。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種内在聯繫，從藝 

術本質精神上講，習作就是一種創作。要使基本功習作具有一定的 

作品意義，並在具體教學中得以實踐，則勢必樹立一種意識。固 

此，提出在基本功訓練中對學生進行習作的作品意識的培養這一 

種課題要求。作品意識是一種由多種因素（審美意識' 設計與構成 

意識 ' 想象與創造意識）的有機組合，並通過習作集中展現的綜合 

意識。具體講•，即爲一種集技能訓練 ' 一定審美傾向 ' 藝術經營' 

畫面總體把握和控制於一體的一種意識和能力。這種意識和能力 

需隨著基本功訓練的深入而獲得漸次增進。美術較之於其它藝術 

門類之顯著不同特徵在於它是一種直接體現畫家創造意識的藝術， 

它以創造意識爲核心。美術教學，特別是基礎教學必須緊密圍繞創 

造意識以及構成創造力不可或缺的敏銳的美的感性'構想與構成 

要素而進行。美術作爲人類精神活動的產物，其情感特徵來源於審 

美主體對客體的審美認識，它規定並影響著作者的藝術行爲和作品 

的藝術檔次。審美意識的培養在基本功訓練中，則主要是指培養學 

生對客體對象以及各種造型因素的審美感受能力，並使其把從這種 

審美感受中獲得的設計意圖通過匠心經營在畫面製作上具體體現 

出來。

繪畫的特徵是空間形態的二維性、平面性，它要求將三維的' 

運動的、無限的空間結構形態轉換爲二維的有限的、靜止的平面 

結構形態。運用散點透視的規律進行畫面的空間處理，將多種構成 

因素重新排列組織在平面上，經過在平團上的構成經營，形成有思 
想意蘊、空間幻覺和審美效應的畫面空間•結構，建構起一種有別於 

自然秩序的畫面自身秩序，這種轉換與構成排列過程，就是一個藝 

術的創造過程。設計與構成意識能充分展示作者的審美理想與創 

造力，“平面構成的終極目標即在於創造力的培養”。審美理想 

通過設計與構成得以實現並體現出作者的創造力以及控制畫面的 

能力。這些創造力和控制能力是培養學生作品意識重要内容；應 

該納入到基本功訓練中去。強調習作的作品意識，有助於基本功訓 

練，特別是進入較高層面的基本功訓練中，使學生有一個明確的追 

求方向。在這個層面中，要確立這樣一種基本認識，即無論面對 

何種不同的教學内容，人物還是風景、課堂内還是課堂外，落實到 

自己的畫布、畫紙上，它就是一張完整的畫面。這個畫面具有技 

能、技法、以及一定的審美傾向；設計' 構成等整體意義上的完美 

性。據此，要求學生具備一種主動的學習狀態，情感注入，生發出 

一種藝術表現的創造性欲望，增強控制畫面的氣魄與經營畫面的能 

力。

作品意識的確立，將賦予基本功習作一定的作品意義，使作業 

具有更高的精神品味，進而溝通基本功習作與創作的渠道。更重要 

的是使學生在藝術實踐的全過程中養成一種整體的、連貫的思維 

方式和學習方法。

作品意識的提出，並非意味著基本功訓練中的每張作業都要具 

備作品感。如在教學的某一環節上，應有針對性地著力硏究屬自然 

法則方面的技能，造型規律性的課題，它與在整個宏觀上樹立具有 

習作的作品意識並不矛盾，兩者間在局部範圍内可以有偏重和調 

整。

三'由以對象爲中心向以畫面爲中心的轉移
要達成基本功習作的作品意義，除了要注意以上與之緊密相關 

的意識與能力培養外，還應有針對性地處理好由以對象爲中心向以 

畫面爲中心的這個轉換環節。

任何形態的藝術都必須具備並純化自身的表現性與實現能 

力。這種表現性與實現能力顯示出畫家在藝術過程體驗中的一種 

自覺意識和對特定藝術形態的完滿把握。以再現性藝術形態爲例： 

它包括著被動模仿與主動表現的内容，存在著由對形象的被動把握 

向對形象總體特徵的主動把握的轉換關係。這兩層内容與轉換能 

力的訓練，在基礎教學中必須給以充分重視。一方面人們要強化學 

生掌握對象的再現能力以及與這種能力配套的技能，它是進入藝術 

表現的必要基礎，因此，這種訓練手段帶有強制與約束性質，但強 

制與約速的目的是以獲得藝術的自由爲終極目的。所以，另一方面 

人們則又應該在強調掌握對象的再現能力與技能的同時，適時的 

引導學生由約束走向自由；由較低層次的基礎能力向更高層次的藝 

術表現轉換；由被動的再現性空間過度到藝術表現性的更爲廣闊的 

天地。這種表現性要求在以客觀對象爲依據的同時，排斥其機械复 

制，必須根據主動把握中獲得的藝術感受和總體特徵找到相應的表 

現形式及語言，從而實現一個新的畫面整體，這個畫面更能體現畫 

家對於藝術情感的認識。在基本功訓練中，有針對性地強調以畫面 

爲中心即是這種轉換和目的的具體實現。

藝術在於創造。基礎課的作業，本質上講亦是如此。它的圖式 

結構可以在教學的某一階段強調以畫面爲中心，從自然結構中分離 

出來，取得畫面自身價値。能否做到這一點是衡量學生在藝術上成 

熟與否的重要標誌，它取決於學生的審美理想 ' 藝術追求、想象與 

創造能力以及畫面的控制能力，這是本文提及的培養學生基本功習 

作的作品意識的重要一環。不注意由再性模仿描繪向藝術表現性 

的轉換以及相關能力的培養，導致在以往教學中，學生面對豐富多 

樣的客體對象反映遲鈍，毫無應變能力，對形象的感受、自然對象 

的情韻把握木然和力不從心；不懂得如何將客體對象經過思維演繹 

重創在畫紙上以顯示出畫面的情趣；不懂得建構畫面所應處理好的 

諸種造型因素的組合關係。從一個僵死的視角孤立地去認識和塑 

造對象。如何畫？畫什麼思考甚少。思維的介入純粹建立在一種 

經驗模式的基礎上。因此，在造型方法、黑白關係、筆墨運用 ' 筆 

觸組合方式'墨、線、色的搭配格局等等方面無不表現出一種刻 

板、惰性的定格思維和運作習慣，並周而復始。在純模仿、純技能 

的“大比武”中，酷似、熟練被視爲一種目標；並形成套路。在這 

種毫無創造生機的運作中，思維被凝固，失去了藝術表現的熱情， 

失去了敏銳的美的感受和創造性欲望的沖動，失卻了成就一幅畫面 

的能力。
從自然對象，自然結構秩序轉化爲藝術形象與畫面結構秩序， 

必須由對客體的模仿描繪轉換爲對客體的藝術表現；通過以畫面爲 

中心給予具本實現。在這個以畫面爲中心而營造的空間裡，形象的 

塑造方式、人物與環景的聯繫、形狀'大小'比列、色彩'黑 

白、節奏、運動等要素包括形式構成、結構秩序、材質等系統，均 

應統籌考慮並納入到作者美的構想中，圍繞畫面的立意這個核心而 

開展。一幅畫面的實現，還必須注意對全畫的總體觀照與處理能 

力。作爲一個獨立於自然結構秩序的畫面空間其整體性是重要 

的。在這個獨立存在的 ' 完整而和諧統一的空間裡，除它本身應有 

的思想意蘊外，畫面的分割、比例安排、各部位的空間佔有' 主次 

間、形體間、秩序與韻律等彼此應形成有機的統一。這個空間展 

示在畫面上，彼此雖有量的不同尺度，但它們在畫面上的存在價値 

應是相等的，是構成一幅畫面所必須給予認眞對待的各個不同點。 

這種尺度的把握能力，洽洽需要在基礎訓練中給予學生正確的引 

導，並通過針對性的訓練來實現。
不失時機地引導學生確立以畫面爲中心不以對象爲束縛的思 

想，必將鍛煉學生從多視角，多方位地認識觀察對象，進一步開拓 

視野，充分發揮視覺想象與創造力，並結合自身的審美體驗，根據 

不同對象的不同審美感受，視主體情感需要積極主動地探尋一種與 

這種情感和感受相適應的表現形式——形式語言'形式風格，探尋 

藝術表現的諸種可能性，能動掌握和運用基本功技能，拓展表現領 

域。

（本文系作者在“中港台大專美術教育硏討會”上的發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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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寒枝

下：靜溢的雪原

above: Frozen Branches

below: Quiet Snow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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