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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高校中国画教学的现状与改革研究

马耀飞

张家界学院，中国·湖南 张家界 427000

摘 要：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新形势下，对于高校传统中国画教学也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论文旨在探讨

当前形势下高校中国画教学的现状，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首先，论文通过实际教学经验和最新文献整理综述，

分析了当前高校中国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如教学模式的单一，教学内容的专业性，以及教学资源的不足等。其次，

结合国内外艺术教育的发展趋势，论文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更新教学内容、引入现代教学技术、加强师资

队伍建设等。最后，通过对高校中国画教学现状的深入分析和改革研究，从而推动中国画教育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提

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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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teach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lso fac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reform suggestions. First of all, through the practical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the latest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inese painting teaching, such as 
the single teaching mode, the professional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 lack of teaching resources. Secondly,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rt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reform measures, including 
updat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introducing modern teaching technology,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Finally,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and reform of Chinese painting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education to provide reference.
Keywords: Chinese painting teaching; status quo analysis; reform strategy;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1 新形势下高校中国画教学的现状分析

1.1 教学模式单一性问题
教学模式与教学成果具有最直接的关联性。科学性的

教学方法对学生的深度学习具有重要价值，而现阶段高校对

于中国画课程的教学模式较为单一，主要体现在高校教师在

中国画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仍以示范教学为主，教师通过

示范创作向学生展示绘画的方法和步骤，采用示范教学法固

然可以让学生观看到老师绘画的全过程，但单独使用也有其

弊端。一方面，教师在主观艺术经验的驱使下进行展示，对

于为什么要表现形象以及如何表现形象缺乏规范和必要的

解释。另一方面，教师采用单一的示范教学方法，容易限制

学生的艺术个性，使学生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完全模仿教师的

画风和画法，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艺术创新能力。教学模式的

单一化和传统化不仅难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也无法适应

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1.2 教学内容专业性问题
中国画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其审美标准深受文

化、历史、哲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教育背景、知识

体系和艺术派别，都会对教师的审美观念产生影响，从而使

得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对中国画的理解和传授方式存在差异。

例如，一些教师可能更注重传统笔墨技法的传授，而另一些

教师可能更倾向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个性化表达。由于

缺乏一个统一的审美评价体系，中国画的审美标准往往显得

模糊不清。这种模糊性不仅影响了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学方

法的制定，也使得学生难以形成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评价标

准。在没有明确指导的情况下，学生可能会感到迷茫，不知

道如何判断自己的作品是否达到了预期的艺术效果。审美标

准的模糊性制约了中国画教学的专业化和系统化发展。专业

化意味着教学内容、方法和评价标准的统一和标准化，而系

统化则要求教学过程具有连贯性和逻辑性。然而，由于审美

标准的多样性和模糊性，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可能会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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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困难，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教学体系。

1.3 学生群体传统文化积淀问题
高校学生群体的传统精神文化积淀问题是当下中国画

教学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传统精神文化是中国画

教学的灵魂和根基，中国画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传统精神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审美观念和艺

术技法。然而，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和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和

迭代，传统精神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

一些学生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和认识，导致他们在中国画教

学中缺乏对传统精神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或是对传统文化的

理解和应用能力有限，导致他们在创作中缺乏对传统精神文

化的运用和发展。又或是对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价值认识不

足，导致他们在中国画教学中缺乏对传统精神文化的尊重

和继承。另一方面，一些教师在教学中过于注重突出成效，

缺乏对学生需求的关注，导致教学过程中只注重画面完成效

果，而忽略创作的基础和传统历史文化背景的传授。内容和

方法的僵化和陈旧导致学生群体忽略传统文化积淀问题。传

统精神文化积淀问题，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加强对传

统精神文化的理解和传承，注重对学生需求的关注，促进中

国画教学的创新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中国画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1.4 教学评价规范性问题
在教学评价方面，存在着一些规范化问题，这不仅影

响了教学质量的提升，也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师的教

学积极性。高校中国画教学中存在的教学评价规范化问题主

要表现在评价标准不明确。在中国画教学中，评价标准往往

比较主观，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这导致了评价结果的不公

正和不准确，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教师的教学效果。

评价标准的单一性导致在中国画教学中，往往只注重作品的

成品，忽视了学生的过程和思维能力以及创作背景的理念支

撑。这导致了评价结果的片面性和不全面性，影响了学生的

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另外评价结果不及时也是影响

评价规范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画教学中，评价结果往往

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得到，这导致了学生无法及时了解自

己的学习情况和改进方向，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师的

教学反馈。

2 新形势下高校中国画教学改革策略

2.1 加强高校中国画教学的多元化发展
在新形势下，高校中国画教学的多元化发展是一个复

杂而多维的课题，涉及教育理念、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师

资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从更新教育理念上，应强调中国画

教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鼓励学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

于创新和探索。从课程设置上，应增设与中国画相关的辅助

课程，如中国美术史、中国哲学、书法篆刻等，以增强学生

的文化底蕴；开设跨学科课程，如艺术与科技、艺术与环境

等，拓宽学生的视野。强化实践教学，增设实践课程，如写

生、创作工作坊、艺术实践项目等，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

力。从教学方法的创新上，应利用多媒体和网络资源，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提高教学的互动性和趣味性；

引入案例教学、项目驱动等现代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创新思维。利用现代科技，利用数字技术，如虚拟现

实（VR）、增强现实（AR）等，为学生提供沉浸式学习体

验；开发中国画教学软件和应用，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学习和

练习。从教学资源上，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引进具有国际视

野和创新精神的优秀教师，提升教学团队的整体水平；鼓励

教师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和方法。促进

国际交流与合作，与国际艺术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学生

和教师的互访、交流项目；举办国际中国画展览和研讨会，

提升中国画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美术馆、画廊等机构合

作，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和展示机会。通过这些多元策略的

实施，高校中国画教学可以更好地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培养

出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艺术人

才，同时也为中国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2 推动高校中国画教学的专业化进程
针对高校中国画教学中存在的内容专业化问题，我们

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以解决。首先，通过学术研讨和行

业共识，逐步建立一套相对统一的中国画审美评价体系，为

教学提供明确指导。高校应该更新教学内容，注重培养学生

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使教学内容更加符合当今社会的需

求。其次，高校应该更新教学方法，注重引入现代化的教学

手段和教学技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潜力。最后，

高校应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使其能

够更好地理解和传授中国画的审美标准。培养一批具有现代

教育理念和教学能力的优秀教师，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服

务和指导。高校中国画教学中存在的内容专业化问题是一个

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通过更新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和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才能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的教学需求。

从而通过实践、讨论和批评等方式，培养学生独立的审美

判断能力，使他们能够在多样化的审美标准中找到自己的

定位。

2.3 培养学生的人文涵养和审美意识
第一，高校中国画教学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涵养。

人文涵养是学生在学习中国画的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

人文素养和人文情怀。中国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学生在学习

中国画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理解，

培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意识。同时，学生还应该

注重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思考，通过中国画作品表达自己对

社会问题的看法和态度，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

能力。第二，高校中国画教学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

审美意识是指学生在学习中国画的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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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中国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独

特的审美特点和表现方式。学生在学习中国画的过程中，应

该注重对中国画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标准的理解和掌握，培养

学生对中国画的审美感知和审美体验。同时，学生还应该注

重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和评价，通过对中国画作品的欣赏和评

价，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修养，培养学生对艺术的热

爱和追求。

新形势下高校中国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涵养和审

美意识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情

怀，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能力；通过培养学生

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审美感知和审美体验。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为

他们未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2.4 完善高校教学评价体系
规范高校中国画教学中的教学评价，一是明确评价标

准。在中国画教学中，应该建立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标

准，包括作品的技术、表现、创新等方面，以确保评价结果

的准确性和公正性。二是多元化评价方法。在中国画教学中，

应该采用多种评价方法，包括作品评价、过程评价、思维评

价等，以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能力水平。三是及时反

馈评价结果。在中国画教学中，应该及时反馈评价结果给学

生和教师，帮助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和改进方向，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高校中国画教学中存在的教学评

价规范化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建立科学、客观、

公正的评价标准，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法，及时反馈评价结

果，才能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希望高校能

够重视这一问题，加强教学评价规范化建设，推动中国画教

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3 结语

在当今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下，高校中国画

教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对其现状的深入

研究，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然而，改

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且持续的过程。在未来的教

学中，我们应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不仅要传授精

湛的技法，更要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和对当代艺

术的敏锐洞察力，更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引入现代教育技

术，丰富教学资源，为学生创造更加开放、多元的学习环境。

还应加强与其他艺术领域的交流与融合，汲取有益的营养，

推动中国画教学的创新发展。

相信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高校中国画教

学必将焕发出新的活力，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优秀人才，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

中国画艺术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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