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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守正创新——新时代下的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学与创作
Carrying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Teaching and Creation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Painting at the School of Fine Arts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 in the New Era

刘明　Liu Ming

摘要：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发

展，一方面是根植于厚重的山东齐鲁文脉，另一

方面也是几代人薪火相传、教书育人共同努力的结

果。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画系自己的教

学与创作特色，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的

美术人才。

关键词：山东艺术学院，中国画，教学与创作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ainting Department at the School of Fine 

Arts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s is not only rooted in the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of Shandong Qilu, 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efforts of generations to pass down the 

tradition and educate people. Over the long history, the Chinese Painting Department has 

gradually formed its own teaching and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cultivating many art talents 

for socialist construction..

Keyword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s, Chinese painting, teaching and creation

中国画系的简要发展历程及教学特色

时期 发展历程 教师 教学特色 培养目标 主要成就

艺专时期
1958-1977

1958 年由山东师范学院艺术专修科和山
东省文化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山东艺术
专科学校，其中有美术系，并设有国画专
业。1964 年改为山东省艺术学校，设中专
性质的美术科，并附有以山东师范学院艺
术系名义的四年制本科美术专业，形成了
中专与本科教育并存。1971 年由山东省艺
术学校和山东省戏曲学校合并，成立了山
东省五七艺术学校，设有美术科。

关友声、黑伯龙、于
希宁、柳之谷、王企华、
宗惟成、张彦青、刘
鲁生、单应桂、陈凤玉、
段谷风、彭昭俊、史
振峰、孙敬会、徐金
堤、李明媚．赵光美、
谭英林、高延军等。

教学与政治相
结合，教学与
生产劳动相结
合，教学与创
作实践相结合。

培养密切联系工农群众、
热爱劳动的，有文化知
识和艺术修养的，又红
又专、一专多能的群众
文艺活动的辅导干部、
专业的艺术人才和中等
学校师资。

艺专成立

学院时期
1978-2011

1978 年在山东省五七艺校的基础上，改
建为山东艺术学院。全院设有美术系，美
术系中设国画专业，为四年制本科。2004
年美术系与美术教育系合为美术学院，设
中国画系。中国画系又下设山水花鸟工作
室，工笔人物工作室，意笔人物工作室，
书法工作室。

张志民、岳海波、王
晓辉、刘玉泉、张丽华、
梁文博、韩菊生、马
麟春、沈光伟、于明诠、
袁振娴、李新峰等。

继承传统、面
向时代、面向
生活。教学与
创作两手抓。

遵循党的教育和文艺方
针，为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高级艺术
专门人才和艺术师资。

山东省重点学
科和强化建设
重点学科

新时期
2012- 至今

2012 年后，国画系下设基础部，山水花鸟
工作室，工笔人物工作室，意笔人物工作
室。书法工作室后来分离出去成立了书法
学院。

谭逸冰、杨斌、刘明、
王兴堂、侯弟坤、卢
晓 峰、 陈 涛、 刘 琦、
于 磊、 林 兵、 李 阳、
华杰、李海申等。

厚基础、重实
践、 强 学 术。
弘扬传统，勇
于创新，与时
代同步伐。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具备中国画专业
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
技能、能够在专业艺术
机构和学校从事教学和
专业创作的高素质应用
人才。

国家一流专业
建设点

　注：以上每个时期的教师会有不同时间的任教重合，任教时间短工作变动的教师没有列入。

2. 杨斌，《时间之象》，绢本设色，108×317cm，2018

一座地方艺术院校的美术创作与教学特

色，离不开区域性造就的地方文脉与创作主

体构成的土壤，这种土壤又受到地理因素和

人文因素的影响。地理因素在相当长的一个

历史时期是恒定不变的，它是孕育一方文化

的基础。人文因素虽然会在历史中产生一定

的交融与变迁，但在许多历史性人物的引领

作用下而形成的厚重文化的基本特质是相对

稳定的。因此地理和人文因素共同融合而成

的地域文化的总体气质是各具特色的。

山东是文化艺术大省，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历史文化沉淀。齐鲁大地是中华文明与

儒家思想的发源地，素有“孔孟之乡、礼仪

之邦”的美称，具有厚重内敛、淳朴勇敢的

独特地域文化风格魅力。“一山一水一圣

人”：山者，泰山；水者，黄河；圣人者，

孔子也。源远流长的古韵文脉，底蕴深厚。

隋代的展子虔，北宋的李成、南宋的梁楷

等，为山东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二是氛

围沉淀。首先是群众氛围，山东的群众文化

基础好，热爱艺术，普通市民家里日常都要

1. 卢晓峰，《黄河人家》，纸本设色，215×500cm，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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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一些字画。山东也是名副其实的美术创

作大省，本地画家群体庞大，在全国各地的

山东籍画家很多卓有成就。还有众多的业余

书画爱好者。山东的艺术考生也是全国最多

的省份，在2005年最高达到15万人。三是

市场氛围。群众的艺术氛围带动了书画市场

的繁荣，全省画廊数量庞大。尤其山东潍坊

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繁荣的书画市场被誉

为“中国画都”，那里的中国画作品交易量

一直居于全国艺术市场前列。   

这种厚重的历史文脉和艺术氛围的沉

淀，为中国画专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学科教学体系

的建设和特色形成。山东艺术学院中国画专

业始建于1958年，已经有65年的历史了，

经过几代艺术家和教育家的不懈努力，奠定

了中国画专业发展的坚实根基和文脉传承。

中国画专业在长期教学与创作实践中也形成

了自己的特色，强调高等美术教育守正创新

的办学理念，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研究，重视艺术基本素质的训练和培养，

立足创新，弘扬沂蒙精神，与时代同步伐，

以精品力作奉献人民。在全国美术领域形成

特色影响力，并引领山东省高水平美术教育

和美术创作。 

一、厚基础、重实践、强学术

（一）厚基础

中国画系非常重视基础训练，打下坚实

的基本功，未来的创作研究才会更加坚厚长

效。为此国画系成立了基础部。对入校后的

大一新生进行国画基础、造型基础和艺术理

论基础的训练。利用一年的时间对涉及的国

画相关基础课程进行教学，使学生具备较好

的中西方传统文化素养、文学艺术修养、并

具备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结构。掌握中国

画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中国画

专业的基本造型技能和写生实践能力。多读

书，扩展视野，了解本专业的发展现状与趋

势，寻找自己的优势点，为下一步的分方向

分工作室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以下是国画

基础部的主要课程。

线性素描

以线性素描为主要手段，辅以黑白灰色

调。通过表现物象的形体、结构、质感、量

感、色彩等来实现对构图、黑白灰关系、点

线面关系、物象表现刻画等方面的理解和掌

握。课程内容以线性静物、动物标本、石膏

像以及着衣人物素描写生为主。

中国画色彩

学习和掌握色彩的基本概念和表现规律，

理解色彩情感和色彩心理的表现。了解东方色

彩体系和西方色彩体系的异同。讲授内容有色

彩心理学、色彩构成、色彩名作鉴赏与赏析、

东西方色彩比较、色彩静物写生。

线性速写

通过人物速写来掌握人物结构关系、

形体关系和动态关系等。通过对速写经典

作品的鉴赏与赏析，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和鉴赏能力。主要授课内容有研究性人物

速写、速写临摹，生活速写，风景速写，

经典速写鉴赏。

白描

通过线描人物写生，进行传统线描的

造型规律和审美趣味的现代转换，提高学

生的中国画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授课内

容有古代花鸟画线描临摹、古代人物画线

描临摹、古代线描经典作品鉴赏、着衣人

物线描写生。

水墨基础

掌握水墨画材料工具的特性、山水画

和花鸟画用笔用墨的方法。对不同作品的艺

术形式风格和笔墨语言等有正确的认识、理

解。同时辅以史论、画论等理论学习。主要

内容有水墨花鸟画临摹和水墨山水画临摹。

书法基础

通 过 让 学 生 了 解 书 法 艺 术 的 基 本 知

识，理解楷书、行书的发展历史、风格流

派及主要经典碑帖的审美特点，能提高对

笔墨线条的感悟能力。主要内容有楷书、

隶书、行书发展简史及经典碑帖欣赏、具

体临摹技法讲解。

中外美术史论、美术概论、画论

开设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和美术概

论的课程。让学生在掌握技法训练的同时加

深对艺术本质的理解。

从以上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主要是

突出中国画以线造型，以笔墨造型的基础教

学。学生入学前对中国画的认识较为肤浅，

没有受到过专门的课程训练。国画基础部的

课程学习能使学生渐渐脱离高考阴影素描造

型的定式，不断加深对中国画笔墨形式和造

型规律的认识和理解。除此之外，重视基础

的教学思想贯穿四年教学中的每个阶段，通

过创作实践发现基础薄弱的地方随时进行查

缺补漏。

（二）重实践

实践课是中国画系教学中的重要部分。

实践课程主要分为两部分，写生和创作。人

物写生场景写生，山水写生和花鸟写生。写

生不仅能让学生真实而细致地观察物象，也

能增加学生的生活体验、资料查阅和素材搜

集能力，同时也能了解和感知更多的地域文

脉特色。为今后的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写

生也是通过记录、观察和感受自然或社会的

过程。下面是实践课程的主要内容。

中国画材料实践

材料实践是中国画专业中非常重要的一

门课程，在保持中国画美学特征的基础上，

通过绘画材料的丰富来促进学生创造力的提

高，促进中国画的兼容性和拓展性。使学生

对材料有初步的认识，把材料（画材）试验

作为研究课题，研究艺术形象从具象到抽象

的转化过程，注重提炼画面中的抽象因素，

注重不同技法，不同材质的质感、肌理效

果，学会运用黑白灰、点线面的绘画基本因

素，组织画面。体会抽象因素美感，运用不

同质感肌理的技法和材质，组织画面，并能

运用特殊技法融入画面。

中国画室外写生

通过外出写生，认识到生活永远是艺术

家创作思维的源泉，强化了中国画的审美理

念和观察方法，从构图、透视、造型上体现

与自然的对话，以运动的、联系的、整体的

方法体悟并统一在画面中,积累创作素材,完

成自然到画面的转变，使中国画作品达到自

然、生动、富有时代特点。

文化考察：

通过文化考察，深入体验生活，能够

发现生活中的题材而加以表现。考察人文风

情，结合创作构思，并有独特的视角加以表

现。可以让学生有目的地、自由地选取个

人所绘题材所需资料和素材，并写出考察报

告，为创作做好准备。

中国画创作：

创作是中国画专业培养学生的成果呈

现，重点是启发和开阔学生的创作思路，特

别要在平常生活中，注意养成用创作的眼光

观察一切，不断发现美，挖掘出生活中的

美，循序渐进地达到能够独立创作的程度。

将四年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发挥专业所

长，培养引导独立的创作思维，创作出一定

水准且具有生活感受的，能反映出所学专业

特色的中国画作品。

学生入学前的考前训练和对艺术的理

解有很多是片面的，急功近利的。作为国画

系重要的实践课程就是通过学习让学生掌握

和理解中国画特色的笔墨造型方法和构图方

法，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知，打

开思路，扩展视野，更好地融入今后的国画

学习中。

（三）强学术

国画系教师在做好教学与创作的同时

也在加强学术研究，通过相关科研课题的开

展和论文的发表能促进教学与创作水平的提

高。学术研究主要包含以下方面：一是总结

教学经验，创新教学模式，不断提高教学效

果，完善创作教学体系。二是在创作实践中

把积累的问题和创作体验积极地系统化理论

化。成果发表论文或申请课题及一流课程。

三是定期举办校际研讨会，与同行院校共同

探讨，相互交流。

二、教学和创作两手抓

教学和创作相辅相成，坚持教学和创

作一起抓，以教学促进创作，以创作带动教

学。教学质量是中国画人才培养的重要指

标，中国画专业严格按照培养方案和教学大

纲开展教学活动。重视备课、讲授、示范、

笔记、讨论、作业、答疑、考试等各个环

节，积极推进教学内容、方法与手段及考核

评价方法的改革。中国画专业施行“二段四

限一方向”的教学模式，学生在一年级进行

基础课教学，夯实专业基础，由中国画基础

部统一组织安排教学；第二段从二年级开始

双向选择专业方向，充分尊重学生的特长和

3. 刘明，《飞天梦》，纸本设色，226×186cm，2020

4. 陈涛，花间闲觑，纸本设色，120×60cm，2020

5. 谭逸冰，《东方欲晓》，纸本设色，160×160cm，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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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利用山东沂蒙百花峪写生基地，写

生考察实践加题材创作，使作品突破地域

性的局限，更好地体现出新时代的沂蒙精

神内涵。三是齐鲁文脉创作。基于文脉传

承与山东中国画的深厚根基，发挥齐鲁文

化淳朴与厚重的传统，形成唯美抒情的作

品风格。通过以上的各项创作带动中国画

系教学的提高和发展，也让学生学会探索

用创新性的笔墨语言抒写新时代精神。

四、重视选修课与课外讲座，拓展艺术视野

中国画系非常重视选修课和讲座论坛的

开展。除了必修课和核心课程外，选修课和

讲座对于扩展视野开拓思维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每学期开设四周选修课供大二至大四

学生选修，规定学生迈出画室跨方向选课，

并在应用性比较强的专业中加大限选课比

例，比如意笔人物画和工笔人物画专业要选

修山水花鸟课程，山水花鸟专业也要选修人

物画的课程。这一举措将有效拓宽学生知识

面和专业发展空间。能够充分尊重学生的个

性发展和艺术教育规律，体现“强化基础、

拓宽口径、突出特长”为目标的人才培养理

念，不断提高实践课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另外国画系按照学期计划聘请相关专业校内

教师和校外教师定期举办学术讲座，作为课

堂教学之外的有益补充，进一步开拓学生的

学术视野。

经过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薪火相传、励

精图治、教书育人，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中国画系逐步积累了深厚的人文传统和艺术

积淀，执着敬业的优良传统和朴实的学术品

格，培育出许多优秀艺术学子。山艺中国画

系人将这笔宝贵的艺术财富总结出来，不断

传承下去，为国家建设培养更多美术人才。

新时代新气象，新机遇。作为地方性的艺术

院校，国画系在今后的教学与创作中还要进

一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一、创作教学要更

加强化地域特色。引导学生更多关注地域本

土文脉，土生土长的文化中更能创作出接地

气的艺术作品来。目前许多作品更多的是

从笔墨形式技巧方面而不是从文化角度去

深入理解传统文化，在林林总总的国画作

品中，跟风现象明显，基本都集中在几种

固定语言形式和图式上，注重画面样式而

忽视内涵精神的挖掘。创作过于展览化、

形式化，思想空洞和审美世俗，使得多

数创作缺乏文化精神层面的支持而略显肤

浅。二、课程设置更加多元化。在保证专

业核心课程的教学效果下，增加跨专业的

选修科目，加强学生自主选择的灵活性，

扩展学生的艺术视野。三、探索教学与产

业链接、就业结合的新路径。探索实践课

程中与产业结合的方式，学以致用，为当

地社会建设服务。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基本

功训练，毕业后能适应不同场景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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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进入工笔人物画工作室、意笔人物画

工作室、山水花鸟画工作室学习，由工作室

组织安排教学，增加学生专业学习自由度。

鼓励教师改革教学方法和理念，形成利于竞

争、易于激励的教学机制。根据不同工作室

的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性质、教学大纲要

求，要科学合理地确定考核方法，改变传统

的期末考核为主的单一考核模式，逐步推行

多元化学习考核评价体系。针对专业技能

课、基础理论课、艺术实践课，以及必修

课、选修课建构不同的考核模式，加强对学

生学习行为过程的评判，把学生学习、实践

过程的操作规范、工作态度、能力表现等纳

入评判标准，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建

立课程教学反馈机制，促进教学质量的提

高。课程结束或期末以系、工作室为单位进

行集体打分，登录教务系统录入成绩，然后

从系统导出成绩进行公示，供师生查询。

在贯彻落实学校相关规章制度的基础

上，国画专业根据学科特点制定了各项文

件、规定和政策，国画系主任和各工作室主

任负责教学管理工作，统一调配工作室课程

安排，检查是否与培养方案存在偏差，及时

询问、更正课程调整缘由，定期公布课程结

业成果。为了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进一步

完善教学评价体系，系部应实事求是地考核

教师的教学情况，充分调动广大教师教学改

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力求通过政策导向，

在全系范围内形成重视教学工作，重视教学

改革，重视教学成果，重视教学质量的局

面。实行任课教师资格审批制度、课堂教学

质量评估制度、教学工作定期检查制度等。

中国画系基础部是教学研究和管理的初始单

位，如何加强基础部的管理，充分调动教师

和同学的积极性，在教学工作中是非常重要

的。为此，国画系加强了系、工作室的管理

力度，制定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布置课余必

读书目20本和读书笔记，每学年增加本校老

师基础性、针对性讲座8次，有利于培养和

加强学生的艺术修养。

本科创作主要集中在大四年级，上学

期是小创作，下学期是毕业创作。小创作是

毕业创作的预热和探索。通过创作学会把临

摹写生所学习的知识以不同的技法、形式语

言、色彩构成、综合材料等运用展现出来。

让学生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挖掘和感受新的艺

术语言形式，拓宽学习思维，培养学生独立

的创意思维和艺术语言。同时也教授学生在

生活中发现艺术创作灵感的途径和方法，深

入生活，倡导时代与个体的交融渗透，让创

作既具有时代特色又有个体精神的体现。不

断革新教学方法，在创作中应使传统文化与

现代意识相互促进，并融合本土地域特色，

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因此，

创作不能片面地强化作品的视觉张力，艺术

创新不只是简单的技巧问题或某些符号的嫁

接运用，或者一个图式。要让学生通过创作

寻找到当代中国画创作的方法和观念，既要

解决学生当前的创作问题，又要找到毕业之

后各自的创作方向。

三、弘扬传统，勇于创新，展现时代精神

中国传统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画系的

重要任务，学习和理解传统的最好方法就是

临摹传统经典作品。在工笔人物画、意笔人

物画和山水花鸟画三个专业方向中，临摹课

程都占有重要的比重。而且每学年都有临摹

课程，每次临摹的目标也不一样。通过反复

几次对古代、近现代经典作品的临摹研究，

使学生逐渐深入体会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精神

魅力，理解中国画的独特美学特征和意象表

现方法。掌握传统中国画的构图、造型、色

彩、笔墨关系、用线方法、设色技巧等基本

方法，掌握中国画材料工具本身的使用方

法，掌握古人的艺术观、表现技法及传统精

髓。同时辅以史论、画论等理论学习，不断

加深对中国画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做到师古

人之心而非硬搬古人之迹，不断提高用中国

画语言表现的能力。

中国画系的教学与创作要求在继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要展现新时

代精神。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立足地

域文脉，展现泰山精神、沂蒙精神。中国

画系的创作实践方向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

面：一是主题性创作。立足国家级和省级

的美术题材，以主题性指引创作、以展览

创作带动教学的动力型教学思路，歌颂时

代正能量。二是沂蒙题材创作。沂蒙精神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弘扬沂蒙精

神在新时代所蕴含的爱国、诚信、和谐、

进取的力量，从而形成强大社会发展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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