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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数字时代,国画教学在科技与艺术的交锋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数字科技的出现,冲击了传

统的绘画思想观念。利用数字图片图像,可以让我们从多维度观察回忆客观物象,并在写生和创作中提高

效能,有益而无害,我们必须反思教学中所把握的审美观察的尺度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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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平板、笔记本”已然成为

学生们课上课下的标配。诚然,现代人已

经离不开数字设备,事物的发展规律总

是向着更高级的方向演化,以多元化的

视角理性看待当下文化科技现象,未来

才不致落伍。在国画拷贝图片方面,从九

宫格放大到复印机放大；投影仪放大；

液晶电视放大；喷绘机放大……美术课

堂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巨大变

化。传统国画教学也在科技与艺术的交

锋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一为“快”,

数字时代一切节奏变得超快,而中国画

的传统技法相对在“慢”的节奏中逐步

完成。二为“新”,网络数字传播速率将

海量的信息与图像,还有音视频涌入我

们的视野,在这个日新月异的读图、读屏

时代,新的技法、构图、观念,每天都在

更新,让人应接不暇。三为“融”,国画

以其博大的胸怀,在笔墨宣纸之间吸纳

来自“地球村”的一切养分,这种融合式

的发展,丰富了传统国画的语汇内涵。 

数字科技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绘

画思想观念,但我们要有充分的艺术自

信,中国画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定能与数

字艺术长久共存发展下去,所以,既要大

力传承传统绘画艺术,不断追求中华民

族千百年来沉淀的特殊文化艺术韵味,

也要接纳数字时代的科技产物。数字图

像介入国画教学课堂的景象已不可回避,

我们必须反思,作为教师和教育管理者,

更应承担起引导和教育的重任,首先,师

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必先顺应时代要求,

潜心学习最新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再者,

引导学生合理运用数字资源,不应该做

新事物的绊脚石。 

在美院的国画写意人物教学中,数

字图片的介入,使得教室里的书籍变少

了；速写本变薄了,这是因为大家都抱着

智能手机,把一切都简化了。今年刚开学,

讲理论课时,我向学生们推荐了几本书

籍,过了几天,我去上课时问学习委员：

“书都买了吗？”她肯定地回答：“买了,

是电子书,这样全班每人拷贝一份,大家

都有了。”我很惊讶,那些经典的画作,

比如任伯年的人物画,就用小小的手机

屏幕替代读画的过程,能有多少效果？

诚然,只要看,效果总是有的,但总有一

种远离读书的感觉,也许由于我年轻时

读书的情结只在油印的纸张之间吧。 

电子书的介入,让课堂里少了许多

交流与讨论,到底学生看了多少,入脑入

心又有多少,不好评判。于是就让学生写

读画感受,比如,大家读了任伯年的写意

人物画,写一篇读画感想,课后学生们都

写了,并在当晚传到微信群里,我一一查

阅,居然有几篇是在网上拷贝的同一段

文字,呜呼！ 

高科技让人们学会了更多的偷懒办

法,证明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用现代的

科技手段所替代,当人们静静地面对一

幅画时,画不动而思绪在动,这才有了学

习与交流的功能,而面对手机屏幕,安静

不了20秒,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刷屏或被

各种信息和电话打断,变成一种碎片或

间歇性的阅读,这对学习绘画只会收到

求益反损的结果。 

面对这样的问题,笔者认为,当下教

学中对经典的国画作品和理论著述,应

耐心讲解和疏导,比如,将印刷品悬挂教

室,并分析局部的绘制技法,引导学生在

手机上放大局部,观察画作细节,并提出

相应问题,让学生发言探讨或在宣纸上

摹画,即将“数码→图册→临摹→表述”

各个环节运用好,从而达到沉浸式教育

的积极效果。 

在国画的写生课上,手机业已成为

了学生的“救命草”,虽然老师不断告诫：

“写生就是要观察模特,表现出内在结

构在着衣状态下的本质,要画动态的真

人,不要对着手机图片抄！”可是许多学

生依然像染了瘾一样,偷偷对着手机屏

幕画作业。 

写生和数字图像有着很大的区别。

首先,狭义上讲,现代写生的概念主要是

从西方绘画技法中借鉴的写实训练手段,

而中国画是在充分学习临摹传统作品后,

观察客观的人、物、景象后,主观表现事

物的一种绘画形式。中国画有自身传承

有序的评价体系,中国画法所倡导的写

生与古人提出的“师造化”相近,但又有

区别,传统绘画提出的“师造化”是通过

对客观景物的目识心记,达到心领神会,

适度概括客观事物的,并心手相映,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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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从而达到生动的传神的艺术效果,

比如,清代石涛所云：“搜尽奇峰打草稿

也”。而近现代的国画教学体系中,所教

授的写生技法,主要是对景；对人；对物

的客观写实训练,这相较于“中得心源”

关照自然的传统观念,显得更像是在山

脚下徘徊,所以,如果一味推崇西方的写

实精神,我们必将是自废武功了！作为高

校教师,首先要反思自身问题,正确理解

中国画的写生观念,并在实践中不断修

正可能出现的偏差,主动汇入中华一脉

的传统文化洪流中去。 

在国画写意人物写生课上,学生们

盯着手机写生,总用训斥也不是办法,堵

不如疏,笔者在教学中进行了一次“为什

么不能用手机图片写生”的实验课。 

第一步实验,让每位同学在手机图

库中找一幅自己想画的人物组合图片,

然后去复印店放大(有条件的可以去喷

绘放大)。 

第二步实验,要求将放大的图片,在

四尺整张宣纸上1：1拷贝。同学们很兴

奋,终于有机会可以公开画照片了。经过

拷贝,我们将原图和拷贝稿同置在墙面

和画板上,让学生进行自我研判。 

第三步实验,每位同学在自己的实

验作品前发表感想。通过这个实验,直观

地让同学感受到,直接画照片或抄照片

是行不通的,大家看到,拷贝出的线描稿

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学生A：拷贝前还是很期待能画出一

幅惊人的作品,可是现在发现我被照片

绑住了似的,只是机械地拷贝描边,画完

感觉很不对劲,看照片很自然,可是看拷

贝稿很别扭,比如上半身与下半身比例

不协调,脖子和肩膀对不上等等。 

学生B：感觉画真人和画照片在画手

时,照片远近比例失调非常严重,而对真

人画是不会出现的,看照片时人物的结

构都对,可是拷贝下来之后,许多部分的

人体结构对不上了,画面很怪。 

学生C：拷贝的画透视变化过于强烈,

表现在胳膊和手的粗细大小比例失调,

一个腿过粗；一个腿过细,没有美感…… 

老师总结：写生与照片最大的区别

在于,人眼是双目成焦的裸视观察方法,

是运动加思维的智能活动,而相机是单

一方向成像的2D画面,而人眼看到的是

3D空间中的事物,是有温度；有生命；有

情感的。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做了个试验,

就彻底抹杀手机照片对绘画的功劳,实

际上,自1839年发明相机以来,画家借用

照片作画很常见,但这只是一种绘画的

辅助手段。所以,今后大家在学习中,应

多读美术史史,多看历代经典画作,从中

多悟画理画趣。 

通过这次试验,让同学们感到,要树

立正确的写生观。只有理解“师造化”,

才能避免陈陈相因,走到“抄写实”的歪

路上去。 

野外山水画写生教学实践反思。学

生由于画过西式的风景画,跑进山里,先

拍照,再架起画板对景如实描绘,还时不

时盯着手机屏看看画的对不对。如果山

水画的观察方法彻底被手机和西式的风

景写生的取景框所替代,那么我们作为

国画教师,首先有极大的失责。王履在

《华山图序》中讲：“吾师心,心师目,

目师华山。”中国山水画是以“情观、心

观、理观、静观、游观,”为主要写生观

察手段,眼前景象不过是画面的素材,要

在不同视角观察,再沉浸在山水气息间

构图、落墨。 

笔者在野外山水写生示范时,首先

带领学生游于山水之间,遇山讲石法；遇

河讲水法；遇林讲树法；驻足远眺,讲云

雾之法,尽可能使学生多理解山水画的

理念,否则,学生极难从风景写生的状态

转化到山水画的写生中来。 

经过数年的教学实践确实体会到,

必须紧跟科技的步伐,时新时学,既不能

固化死守老的传统观念,也不能失察新

技术的负面影响,数字时代已然来临,没

有谁替代谁,只有更新自我,才有出路。

数字图像在现实中随处可搜阅下载,也

可以自己拍摄加工,将数字图像作为绘

画的有力补充,很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

义。利用数字图片图像,可以让我们从多

维度观察回忆客观物象,并在写生和创

作中少犯错误,有益而无害,我们必须反

思教学中所把握的审美观察的尺度是否

正确。学生犯的错,往往是老师错在先,

由此得出结论,数字图像介入国画教学

并不是坏事,而是要把它的优势最大化,

理性地回避它的不足,这好比双刃剑,用

好了事倍功半。数字设备能帮助我们积

累素材；抓拍细节；强化认知；唤起记

忆等有效的功能,所以,数字设备给我们

带来的效率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抄袭照

片,尤其是抄袭他人的照片是不能容忍

的,这背离了艺术的本质,更背离的做人

的道德底线,不能将照片写实画标榜成

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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