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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艺术教育的发展,旨在培养自我意识,自我表现的能力。与之前应试式与就业类的现代艺术教

学有了很大的不同,不仅仅针对于学校的教学内容与方式,在社会全面发展美育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教师在艺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地位和教学方式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如何在当前的情景下培养、

提高大家的艺术素养,提升专业内学生的艺术创作能力,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教学工作者深思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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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rt education aims at cultivating students' self-awareness and self-expression 

ability.I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modern art teaching of examination-oriented and employment- 

oriented. Not only for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 of the school but also for th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art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status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teachers are also undergoing great changes. How to cultivate and improve everyone's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and enhance the students' professional artistic creation ability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a 

topic worthy of deep thought by every teaching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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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艺术创作能力的培养,如何建立学生自己的艺术创

作能力,就是引导学生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在我们给学生改作

业的过程中,常常能看到学生作品中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比

如：脸画歪了,人体结构不正确,透视不合理等等。当提出问题

后,学生 希望得到的解决方案就是：(1)直接帮他进行修改。

(2)或者给他做一个一模一样的示范,然后学生再照着画。显然

这样都是对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的阻碍。失去了学生自我探索,

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在艺术学习方面。 

1 艺术创作能力的培养 

1.1现代艺术教育中的可教与不可教 

在艺术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艺术是什

么？艺术创作是什么？我们的艺术教育能够做什么？这些都是

现在的艺术教育的核心问题。而往往也是现在艺术教育的课程

中容易被忽略的问题。现在的教育方式更提倡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的方式去引导学生。完成整个课程的教学。提出问题,鼓励学

生进行正确的、合理的、独立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实践。在过程

中即没有手把手的进行软件教学,也没有一对一的进行作品的

修改,那么在这一过程中,老师的定位和作用是什么呢？学生在

这样的一个教学过程中又能学到什么呢？现在的艺术教学中有

2个观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艺术不可教,他是一门只可意会不

可言传的学科。另一个观点则是：艺术在当代的教育中已经变

为一门技术或者是技能。其实两种观点即正确,又都不正确。现

在艺术教育不仅仅是需要进行创作技巧和技能的教学,同时应

该培养学生对艺术的感知,表达,探索,创造的4个维度能力的训

练。不在单纯的追求学生作品的完美效果而更应该让学生去大

胆表达对作品的认知和思考。 

1.2结合课程拓展学生的自学与创作能力 

在插画课程的教学课程中,由于是低年级,并且大部分学生

之前并没有接触过CG数码的绘画方式来完成作品。那么第一课

就是探索和认识绘画的工具。在课上下发了课程所要运用的笔

刷,但是不进行详细讲解各类笔刷的运用。让学生自由发挥,让

学生自己去体验每种画笔所表现出来的的,画出来的线条,色块

是粗是细,是长是短,是直是弯,里面体现的机理又有什么不同。

都需要学生自己去体会,去感受,去自己选择出自己的偏好笔

刷。当给出绘画主题后,同学们又会发现在同一个人,同一种画

法的前提的,不同笔刷质感所呈现的作品又各不相同。在前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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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作品创作中,学生的绘画过程是感性的,在这个绘画初体验

的过程中我不需要对学生的作品又任何的修改,让学生自己的

作品中体现出了自己的认知和探索。它是第一无二的,它是具有

个人情感和内涵的。当作品定下一个大主题的时候,应该给学生

更大的创作空间,让他们自己去认识,去结构这个主题,去自我

的发现他们的美。教学的意义不仅仅是教会他们完成一幅完整

的作品,重要的是我们要对他进行语言能力,思维能力,观看方

式的一个训练。上一阶段艺术教育中技法的比拼,写实主义的绘

画,更是统一了我们评判标准和方向。技法他本身就是有很多的

局限性的,无论是写实与非写实画派,如果他是系统的,按照规

矩,按步骤的进行训练出来的,他的作品将会是同一个方向与同

一类视觉表现。现在在微博、小红书都有非常多优秀的画家,

他们画法独特,一时受到大量粉丝的追捧。于是也就在网络上进

行开班,教授课程,进行他这样风格的绘画技法的传授。一时间,

和作者雷同的风格的画作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样的教学

和培训他学习就是一个方法,一种绘画的套路。学的越好,反而

越来越没有自己的想法,作品中也没有内涵与灵魂。所以说艺术

教育他本身应该是两个大的版块,一部分是可以教学的部分；一

部分是不可以教学的部分。涉及到技术性的内容他就是可教的

部分,比如做雕塑,材料的运用,如何用泥。在比如产品专业中漆

器的制作,材料的辨别与表现。没有老师详细教学制作步骤,那

么学生学习这些内容也是很难的。不可教的部分,则是个人对作

品的理解,意向,风格等。这个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去衡量他

的对错与好坏的。 

1.3现代艺术创作背景下学生创作思维能力的培养 

每个时代,每个环境,每种不同的平台都在培养着不同的艺

术家们。写实派画家在照相机出现后受到很大程度上的影响。

二维绘画艺术家在三维技术发展突飞猛,并受到大众欢迎的大

环境下也同样的在进行着一些改变。甚至于AI绘画的崛起也同

样的在悄悄改变着底层画师的生存环境与价值。绘画作品中的

意向与风格是不可学的,并且越出名的,风格越强烈的越不可

学。因为他已经打上了标签,你无论在视觉呈现上如何接近于远

作者,你仍然无法超越他,只能够成为那个作者的影子。只有真

正展现了学生的独自思考,观察和认知,那个才是真正属于自己

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有艺术教育的意义,并不仅仅让学生有一个

简单的绘画体验,而应该是通过这样的体验,让学生能够关注到

更多的事物,更大的世界,让他们能够独立的具有探索和发现世

界的能力。什么是艺术,艺术教育能做什么,其实艺术一直以来

都在贯穿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人认为艺术不可教,其实并

不是教不教的问题,而是教什么,如何教的问题,显然我们不能

够把一套现成的或者甚至是教化的方法直接塞给学生。我们应

该给到更所的引导,让他们有更多的体验,让他们能够创造出更

多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他们。慢慢的形成属于他们自

己的感知世界,理解世界,以及他们自己的创作方法。 

2 优秀的基础美育是学生创作能力培养的根本 

2.1学生的鉴赏能力是创作优秀作品的基本要求 

走出课堂,更加注重学生美育的培养。在学校内经常会看到

一些鉴赏类的课程,比如《经典电影鉴赏》、《优秀作品鉴赏》等

等。很多人提出异议,觉得就是课上看看电影,或者在课上分析

一下一些艺术作品而已,开始怀疑这个课程的意义与存在价值。

觉得没有必要开设这样的课程占用学分。而这些课程恰恰是整

个艺术教育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在现在的市场中我们不乏看到

一些技艺精湛但是设计老土,或者说造型落伍的作品。那么是什

么问题呢？哪里出错了呢？是技术上没有到达巅峰,所以无法

征服读者、观看者、或者是用户吗？其实都不是,正是在对美的

评价与鉴赏上出了问题。这样的课程虽然不是技术性的对学生

进行绘画技能上的教学,但是它却大大提高学生美术方面的修

养。这样的鉴赏内容更不应该仅仅是在课堂上,同时应该延续和

拓展到课堂外。走出去,看看外面的艺术氛围,艺术表现,艺术作

品。带学生走进各种展览,走进各种博物馆。这种行为应该越早

越好,越低年级进行越好。好的艺术教育不仅仅是从书里面去认

识各个名家：达芬奇、梵高、齐白石、冷军等。而是应该去感

受自己去发现美的一个过程。去那些场合去提高,去接受教育。

从课堂教育走进公共教育中去。现在基础教育中的艺术教育的

需求和地位也在不断的提高,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很多学校也在

积极的通过学生的基本竞赛或者教师的各类项目及竞赛中去推

动艺术教育的改革。其实很多普通高等院校的美术通识内容上,

早就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共艺术指导方案。但是 终效果都

不明显。因此,2019年6月,教育部又再次强调了加强学校美育工

作的意见。甚至不同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前应当完成必要的艺术

课程学分才能毕业。是希望人人都接受到正确规范的美育教育,

从学校的研究、教学和人才的培养上打好基础,然后对我们的社

会教育,我们的社会艺术教育产生提升整体水平的作用,然后把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结合起来。在社会美育这个层面能够推

进面向人人的美育,提升大众的审美教育。 

2.2跨专业的学习是艺术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 

在学校的学习过程中鼓励学生进行跨专业的学习与探索,

而事实上这样的美育行为就是应该跨专业进行的。动画与产品

的合作。视觉与服装的合作,甚至于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专业,旅

游与视觉艺术等等。不仅是这样,我们应该持续的去开发出适合

我们美育内容和资源,继续去丰富学校的美育课程的类别和内

容。我们常常将思政的内容融合到不同的学科门类中,但是课程

中的那一部分他只能作为点的辐射,难以完整展现。中华上下五

千年,那么多灿烂的文化内容,如果仅仅只是让相关专业学生或

者相关从事者了解他的内涵、他的美、他的文化、他的历史、

岂不太可惜了。我们应该让每一个愿意走进博物馆、艺术展的

人都去学会欣赏与赞叹我们的文化。在校内除了对学生的美育

内容外,还需要对教师队伍也同样进行进一步的提升,提高教学

队伍的整体美学素质。开始说到的让学生走出课堂,那么对于教

师队伍来说就应该是走出校园。加强市场艺术潮流与相对较为

封闭的学校之间的交流,加强市场需求与课堂教学的交流,加强

沿海学校与内陆学校之间的技术、人才、思维,发展方向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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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的培养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类的技能教育,更应该是提高全

民素质和审美的重要内容。 

3 发展学生艺术创作能力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3.1辨别艺术创作中的抄袭与借鉴 

说到艺术创作,那么有一个话题一定是绕不开的,那就是抄

袭与借鉴。什么是抄袭,什么是借鉴。则是近几年来艺术圈一直

争论的问题。近年来网络上频频爆出某个画家抄袭另外一个画

家作品的新闻,无论是知名的还是不知名的。甚至于高校内的教

授、博士生的作品、学术的抄袭同样常常上热搜。我们都知道,

其实艺术的创作并不是凭空捏造的,他一定是有一定的来源和

原型的,那么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去分别抄袭与借鉴,以及大家所

提及的风格类似算不算抄袭这样的问题。首先抄袭他是涉及到

法律层面,所以我们先从法律层面来了解一下我国都抄袭的定

义。国家版权局早就对抄袭作出了明确定义,抄袭等于剽窃,而

且一定是违反著作权法,构成侵权的行为才能叫做抄袭。除此之

外都应属于借鉴不合理使用的范畴,所以是否违反著作权法构

成侵权可以成为我们区别抄袭与借鉴的分界线。而是作品的范

围,我国的著作权法,都只保护具有独创性的表达,而不保护思

想及有限表达或者劳务性工作成果。所以现在很多网友在不明

白情况的前提下,看到类似的就直接定义为抄袭是不正确的。虽

然现在大家的版权意识的变高是一个进步,是好事情,但对于作

品、作者。需要理性的分析才能正确看待这个问题。 

3.2艺术创作中的“过渡参考” 

现在的很多游戏是非常类似的,比如英雄联盟和王者荣耀

这两个游戏是非常类似的,无论是玩法、地图,人设,甚至于技能

的表现与释放都接近,那么他们就能够被定义为抄袭吗？显然

不是。但是这里大家可以认识一个词“过渡参考”,而这个过度

参考可以说是灰色地带,这是一个很模糊的定义,因为它可以构

成抄袭,也可以说没有构成抄袭。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是原作

者的态度决定了 终结果。比如日本漫画家在自己的大热作品

《咒术回战》中某页画面是否抄袭了另外一个漫画家伊藤润二

的作品的话题,被绘圈顶上了热搜。《咒术回战》作者漫画中某

个招式的漩涡和伊藤润二作品中的漩涡非常类似,那么算不算

抄袭呢？答案是算。但是伊藤润二并没有进行追究,甚至在事情

爆发后还给《咒术回战》作者点了赞。于是这个事件结果就是

和平处理。当然漫画社为了避嫌还是要求进行了画面的修改,

但结果并没有闹上法庭。还有一个敏感话题是“同人”作品算

不算抄袭,答案依然是：算。如果产生了经济利益,并且原作者

也追究法律责任,那么肯定是算的。所以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如

何避免自己的作品涉及抄袭,大家学习的过程中,多看,多想多

积累,丰富自己大脑内的素材库。一个作品比如动作类似,但是

配色,光影。服装的不同是不构成抄袭的。配色的表现所呈现的

画面氛围是不同的。不同的光影照射的角度,亮度,光影色彩所

呈现出的视觉效果又是不同的。所以在作品创作的时候如果需

要一些参考的支持,是可以的,只是要注意不可以在各方面与原

图有大量的类似性。其实在艺术创作中跨行业的借鉴是非常常

见的。当然也和绘画作者绘画水平和能力有很大关系。很多画

家喜欢画照片,或者有些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画面借鉴了电影

中的某个场景。但是作者将其绘画处理成了自己的风格,能够表

现出于原图大不相同,那是不构成抄袭的。但是同行业之间的插

画与插画雷同,漫画与漫画雷同,这样是属于抄袭的行为。 

4 结论 

综上所述,学生艺术创作能力的培养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

课题,从学生基本对美的辨别与优秀作品的赏析能力的培养、当

前美术潮流的把握到美术创作思维的培养和美术表现技能的学

习。以及学生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对作品内容、质量上的把控。

无一不是我们艺术教育中培养学生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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