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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美术专业城市风景油画写生教学研究

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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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风景油画写生是高校美术专业重要的必修基础课程#它以城市生活为素材源泉#以城市风景为写生题材#引

领学生在城市中对景写生#对于学生艺术创作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因而#探索有效的城市油画风景写生的实践教

学方法#以帮助学生感受艺术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增强学生的素材挖掘及绘画语言的分析表达能力#提升其对绘画作品

与情感表达的探究意识#对于培养学生的艺术创作实践能力#促进专业基础课程培养目标的达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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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风景油画写生教学实践的作用与

意义

风景油画写生是美术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

对于培养学生的观察感知能力(艺术表达能力#探

究自然光色下的色彩规律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

是培养其艺术实践能力(夯实绘画基础(提升绘画

技巧的重要途径#在高校美术专业课程设置中占

据重要的地位' 风景写生强调对景写生#景为城

市风景#即以生活的城市为写生内容#以具有代表

性的社区乡镇(深巷街角为主要取景场所#以城市

的房屋建筑(基础设施(生活场景等为描绘对象#

通过对景写生记录城市发展变迁与民众生活面

貌#提高学生对景写生的能力#引领学生感悟艺术

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增强观察和感知生活的意识#

提升素材搜集和挖掘的敏锐性#从而培养初步的

艺术创作能力'

之所以选择以城市风景为主要教学内容#究

其缘由有四!"!$城市风景存在于学生周围#与其

生活密切相关#能够有效激活学生的观察力#在进

行深度观察过程中#更易敏锐感知司空见惯的普

遍现象所蕴含的特殊美#从而更有效地启发想象

线索和创意灵感' "#$以城市风景为描绘对象#

引领学生以生活为切入点#在观察感知与取材创

作中感受%艺术来源于生活&#激发他们对艺术的

兴趣#深化对艺术创作的理解#使其认识艺术创作

素材的来源与途径#并在解读艺术名作中充分理

解艺术家对于素材的整合重组与创意再现#从而

拓展素材挖掘的途径#并在对景写生中尝试对客

观素材进行主观处理' ""$学生对于学习和生活

的城市有着深厚的情感#在对景写生中易根据个

人生活经验进行取材选景#以寻求所绘景物与个

人情感之间的共鸣#促使其在写生过程中生发对

所绘物象的特殊情谊#其作品也必将渗透真挚的

情感#而这也为学生探究绘画作品与情感表达的

关系提供了有效路径' "2$以城市风景为写生对

象#捕捉城市发展变迁印迹#需要学生了解城市的

发展历史#探究城市的文化底蕴#这对于通过绘画

表现城市地域特色(展现城市发展历程(弘扬地域

文化(激发爱家爱国之情#并在写生教学过程中渗

透课程思政具有重要的意义'

#4高校美术专业城市风景油画写生教学

实践策略

#(!4基于城市风景视觉特征的基础练习

城市风景具有不同于自然风景的特征#这体

现在造型和线条上' 自然风景中的山川树木(河

流湖泊#其造型因受地域(气候等因素影响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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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成#型无定式' 这些自然物象的线条以直(曲(

弯(折(急(缓等各异的形态呈现#难有固定的规律

和模式可循#因而在对于物象特质的表现中#更追

求画者在作画过程中的灵感迸发与偶然天成*!+

#

这对于处在油画基础学习阶段的学生而言存在一

定的难度' 而城市风景以适应民众生活和社会发

展的城市建筑(基础设施等为主#这些建筑外形多

以长短不一(排列各异的直线为主#且物象造型具

有精确的透视规律' 城市风景的这一特征对于处

在油画基础学习阶段的美术专业学生而言#能够

帮助他们利用空间透视原理较为准确地描绘物象

造型#运用色彩关系迅速建构画面#思考画面构成

元素并组织画面细节#而这也为学生夯实绘画基

础(提高绘画能力(探究油画表现技巧提供了

条件'

基于城市风景的视觉特征#设置基础练习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色块概括练习#即以归

纳凝练的方式观察所绘场景#将取景框中城市建

筑的墙面提炼为简单的块面#并分析比较各块面

之间的色彩差异#用单色进行块面铺画' 在这一

过程中#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引导学生调控色彩的

冷暖关系#把握画面的整体色调#锻炼归纳与概括

能力' "#$感知与分析自然光色的变化#在单一

的色块基础上添画新的色彩层次#该层次主要表

现由于光线作用而使得不同墙面所产生的明暗变

化与色彩对比' 在这一过程中#注重引导学生以

立体思维观察建筑的外形及空间#尝试运用色彩

的层次表现建筑墙面的转折变化与空间纵深'

""$在画面构成的基础上添画点(线(面等细节'

点(线(面作为画面的基本构成元素#往往以较为

抽象的形式存在于画面中#起到联通画面构成并

营造画面氛围的作用' 而城市风景中的点(线(面

则不同#它以具体的物象存在#既构成了画面主

体#又经营了画面的艺术特色#这也正是城市风景

独特性的体现' 在城市风景中#城市的基础设施

如电线杆(防盗网(盘绕的电线等构成了画面中的

线#这些线连接着不同的块面#成为画面中沟通构

成要素(表现生活气息的重要元素' 与此同时#城

市风景中一些司空见惯的普通物象#如墙上悬挂

的电表箱(街边的路灯(晾晒的衣物等构成了画面

中独特的点的形式#这些点跳跃在线与面之间#点

缀着画面#活跃着生活氛围' 在刻画和处理这些

特殊的点(线元素时#既要思考其本身存在的形

态#又要思考其与画面的配合与节奏' 而在点(

线(面等细节的深度刻画中#既需要深思熟虑的谨

慎#又需要偶然天成的洒脱#才能够准确表现城市

生活的独特景象和鲜活气息*#+

'

基于城市风景的视觉特征#设计有针对性的

基础练习#并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引导学生进行

城市风景油画写生#这一过程不仅锻炼了学生对

于色彩及画面构成的归纳概括能力#也帮助学生

认识了画面各元素间的主次与配合关系#更有助

于学生调控整体色彩关系与画面节奏#为专业技

能和艺术表现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4基于城市市井文化特色的情感引导

对于艺术作品而言#情感是其灵魂#缺乏真挚

的情感#难以使观者产生共鸣' 画面的情感首先

依赖于画者艺术创作时所投入的情感#其次通过

色彩的调控(笔触的运用(肌理的营造等画面所展

现的绘画语言的力量感进行传达' 而绘画语言是

附着在具体的物象之上的#这也就决定了取材选

景对于画面情感表达的重要性' 艺术创作来源于

生活#取材选景自然源于对生活环境的观察'

.视觉思维/中提及!%对于艺术家而言#需要靠自

己的眼睛从自己的实践活动和周围环境中汲取感

性材料来进行创作'&

*"+因此#如何有效地观察周

围环境#并在风景写生中渗透情感#是城市风景油

画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 想要使学生在写生过

程中渗透情感#首先需要调动学生的情绪' 研究

表明#以自己或他人的生活经历调动情绪是激发

情感的有效方式之一' 根据这一理论#在写生过

程中观察生活环境#探寻人与周围事物的相互联

系#从而产生共鸣情绪是促进情感体验的重要手

段' 因而#在实践教学中#应注重带领学生深入城

市的街角深巷#观察民众生活#了解城市发展#感

知生活情境' 例如#在菜市场的一角观察售买食

物的民众#感受朴实的生活状态)坐在房屋前的石

阶上#听街坊邻里之间的闲聊#了解社区趣事)在

老字号的早餐店品尝一顿早餐#寻找似曾熟悉的

味道等' 或许这并不是所有学生的家乡#但却发

生着和家乡同样的事情' 学生以这样的形式对周

围环境进行观察和感知#深度感受民众的生活气

息和安居乐业的生活氛围#以期联系生活经验进

行联想#并以情感表达为导向尝试取材选景'

不仅如此#还可引导学生运用角色置换的方

法感知生活情境' 例如#在街边的小商店前#想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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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店铺老板会如何与顾客交谈)在城市遗存

的古建筑旁#想象着自己穿越到古代会看到怎样

的繁华街景)驻足于街角的电线杆下#想象自己等

待相约之人的情境' 这样的角色置换能够唤起学

生的生活经验#生发独特的感受' 城市的街角深

巷往往展现着城市民众最朴实的生活面貌#这种

为生活奔波(向往美好生活的状态正是每一个人

都在经历的#因此这样的深度感知极易生发真挚

的情感' 而当学生将这种真切的感受渗透于写生

过程中时#他们会更加精心地编排与经营画面#这

使得他们所描绘的物象集合了客观现实的形态与

情感迸发的生动*2+

' 即便学生的作品技巧并不

娴熟甚至稍显笨拙#但画面表现的场景和情感却

是他们写生当下最鲜活的情感' 穿梭于街角深巷

感知生活情境#不仅有助于学生探究绘画作品与

情感表达的关系#也为学生感受%艺术来源于生

活&(挖掘和收集生活素材提供了更广阔的路径'

#("4基于油画本土语言的技法探索

基于绘画基本理论法则进行主观分析#对于

绘画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绘画者缺乏主观分

析的意识和能力#那么对景写生将会演变为机械

地照搬现实世界' 正如.艺术与视知觉/中所讲!

%艺术家的视觉形象#并不是对客观元素的简单

复制#而是对元素的一种创造性再现#使其成为含

有丰富的想象性和创造性的美的形象'&

*)+因而#

对于高校美术专业的基础教学而言#培养学生结

合绘画基本理论进行主观分析的能力是教学的重

要目标之一'

首先#应注重培养学生取景与构图的主观分

析能力' 在城市风景的取景过程中#要引导学生

对取景框中的物象进行有目的的删减或添加#即

根据构图法则#将不适宜构图的物象进行主观删

减#抑或是变换取景角度#将视野中所见的物象进

行位移和添画#使其服务于画面构图需要' 同时#

关注学生作画过程#适时引导学生分析画面主题#

根据画面需要#运用不同的方法对部分物象进行

强化或弱化#以适应画面的整体效果#满足画面主

题需要'

其次#引导学生主观处理色彩' 色彩的主观

处理在古往今来众多画家的作品中并不鲜见#如

中国青绿山水画的经典名作宋代王希孟的.千里

江山图/#画者将现实中的山水进行了主观处理#

将中国画的色彩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又如著名

油画家王克举的作品#现实物象的色彩在画家的

主观处理下愈发热烈跳跃' 色彩的主观处理对于

渲染画者情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对于绘画

基础学习阶段的学生而言#色彩的主观处理往往

无法脱离其本身的色彩偏好' 因此#在写生教学

中#教师应善于根据学生作品的色彩基调#在其鲜

艳明快或淡雅稳重的色彩偏好基础上引导学生主

观处理色彩#如运用提高或降低纯度的方法适当

强化(夸张或弱化部分色彩#从而使画面更具视觉

冲击力或使整体更加协调'

再次#引导学生主观处理画面构成#例如依据

城市风景的特征进行平面化处理' 在写生过程

中#可以鼓励学生大胆尝试运用归纳与概括的方

法#不过多地考虑色彩的细微变化#而将不同角度

和远近的墙面概括为简洁色彩层次的块面构成#

重点调控色彩的氛围*0+

' 同时注重天空(地面和

城市建筑的比例#结合客观现实并根据画面需要

进行主观调和#使得三者的比例既适宜呈现又突

显特色' 除此之外#将电线杆(电线(电表箱(晾晒

的衣物和一些基础设施以点与线的形式联通画

面#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写实的手法对位于画面视

觉中心的物象进行深度刻画#使其在色彩(笔触(

肌理等绘画语言的深度处理上区别于其他物象#

营造画面的丰富层次#从而使画面既展现极简平

面化又融合深度写实刻画#以此构建城市风景油

画的鲜明特色'

最后#鼓励学生探究表现技巧' 在绘画中尝

试运用多种表现技巧经营画面#是追求艺术作品

独特表现力的有效方法' 油画的表现技巧涵盖广

泛#如利用油画颜料的特性#通过把握颜料的厚(

薄表现画面层次感)又如利用纸材(线材(金属等

多样的综合材料#制作特殊的肌理来表现城市建

筑的特征等' 对于城市风景而言#探究肌理的制

作是表现所绘物象特征的有效方法' 在实践教学

中#可以鼓励学生利用沙土(石灰(干草等自然材

料#结合油画颜料的特性制作肌理效果#以更为准

确地表现建筑特征'

#(24基于思想内涵的主题提炼

著名画家吴冠中认为!%脱离了具体画面孤

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

*1+这句话包括两层含

义!一是品评脱离画面的点(线(面及色彩是没有

意义的)二是笔墨技法服务于作者思想情绪的表

达' 因此#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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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理解绘画作品的情感内涵与人的思想及社会生

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尝试通过挖掘多样的社会

生活素材#思考作品的情感与内涵#而城市风景写

生为学生探索作品情感提供了有利条件' 例如#

在实践写生过程中#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对

中国式的古建筑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热衷于描

绘古街(老城#或许这些建筑能够引起他们对家乡

的联想' 基于这一现象#教师可以适时引导学生

通过写生找寻古建筑的特色#并用独特的构成形

式和表现技巧突出古建筑区别于现代建筑的鲜明

特色#通过深入刻画和主观处理来表达对于家乡

的热爱与思念之情' 又如#不少学生在写生过程

中表现新旧建筑并存的场景' 事实上#城市的变

迁使得过去的旧建筑正慢慢消失#而新建筑崭新

的外墙(透明的玻璃窗与老建筑陈旧斑驳的墙面

形成鲜明对比' 在这种表象的对比之下#展现的

是城市发展的历程#唤起的是儿时的记忆与乐趣'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此为画面情感表达的切入

点#深度观察并探寻更具代表性的符号#以表现城

市的新旧更替及个人的特殊情感' 再如#城市中

的建筑工地往往也是重要的绘画素材#来往的货

车(轰鸣的挖掘机(工作的塔吊都是描绘的物象'

而这些物象同样承载着特殊的意义#他们建设着

赖以生存的家园(记录着城市建设的轨迹(展现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中深刻的情感与内涵值得思

考与感知'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此为取材来源#

通过跟踪记录(对话访谈等方式挖掘相关素材'

除此之外#热闹的社区街角(来往的单车棚(熙攘

的菜市场#这些都是城市风景中的社会生活素材'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运用摄影(速写等手段#深入生

活环境中搜集多样的素材' 以城市生活为素材源

泉**+

#在鲜活的人情味中描绘民众的生活场所#

记录人们朴实平凡的背后#又何尝不是寄托着画

者对安居乐业(美好生活的歌颂和向往'

艺术来源于生活#不同的社会生活素材传达

着不同的情感与内涵' 在城市风景油画写生教学

中#教师应帮助学生认识作品与情感流露的重要

性#提高学生赋予作品思想内涵的意识#鼓励学生

感知生活情境#挖掘生活素材#营造画面氛围#通

过作品表达个人对生活的见解和真情实感'

"4城市风景油画写生教学的反思与建议

城市油画风景写生教学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

中心设计教学内容(实施教学环节' 在实践教学

中#应基于学生绘画基础(理解能力(思维能力的

差异#设置梯度化的教学目标#进行有针对性的指

导#并采用鼓励等形式调动学生积极性'

同时#艺术创作的价值在于其独特的绘画风

格和鲜明的语言特色#因此教师在写生实践教学

中应尊重学生的个性#并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发展

个性' 对于城市风景写生而言#学生的个性往往

体现在表现技巧或选材视角上#教师应持开放的

态度#根据学生个性进行针对性引导' 例如#发现

学生在颜色(技巧上有鲜明的语言风格#抑或是在

肌理制作上有极大的兴趣#便可鼓励学生进行强

化处理或更深层次的探究#也可推荐相关画家的

作品供学生了解#帮助学生解读艺术家作品的特

色#启发他们进行研究性学习#从画家的成熟作品

中获得灵感#进而优化自己的绘画语言'

除此之外#教师在实践教学中应注重增强学

生专业知识积累#要求学生分析画家对景写生的

过程#探究画家作品的精神内涵#了解艺术家生平

和创作历程#思考艺术家的独特语言和思维方式#

以此增强知识积累(拓宽视野(启发思维'

最后#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注重示范作用#为

学生示范取材选景(画面处理(绘画技巧等#使学

生更为直观地理解创作要领' 也可与学生共同写

生#在写生过程中加强与学生的思想交流#实时解

答学生的疑问#或对具有争论的问题展开讨论#在

思维碰撞中启发和感染学生' 学生具有向师性的

特征#教师是教学活动的领导者#更是学生人格的

塑造者#尤其对于艺术创作而言' 教师应始终保

持旺盛的艺术创作力和严谨的艺术创作态度#不

断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以个人在艺术创作中取

得的成果影响学生对于艺术创作的学习和追求'

不仅如此#在知识信息快速发展的当下#教师应注

重专业知识的积累和更新#汲取新鲜的艺术创作

养分#树立学科前沿的教育理念#在教学实践中#

向学生传递适应学生发展需求的艺术创作知识与

技能#并注重以言传身教影响和启迪学生'

油画风景写生的内容与题材是多样的#高校

美术专业油画基础课程中的风景写生教学也有多

种形式#例如以名村古镇为题材的外出写生(以校

园风景为题材的校内写生等' 然而#城市风景写

生因其题材内容的多样性(素材挖掘的便捷性(联

系学生情感的密切性成为培养学生绘画基础和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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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能力的重要形式#也成为高校美术专业基础教

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以上所论述的以城市风景为

题材的油画写生教学方法是基于实践的初步探索

与研究#而以城市风景为取材源泉#探索更为灵活

生动(多样有效的风景写生教学实践策略#仍是一

个有待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需要不断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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