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馆是丰富的艺术资源宝藏。但曾经有调查显示，近八

成上海中小学生从未去过美术馆。①广东美术馆在2011年免费

开放，更多公众得以进入美术馆参观。但经过调查，我们也发现

了类似的现象：到美术馆参观的广州学生群体主要是大学生，中

小学生并不多。广东美术馆一直开展“美术馆课堂”馆校合作项

目，教育人员也与高校教师开展了多层次的合作，却缺少与中学

开展深度合作的机会。

中学生很少团体外出，主要是学校出于安全的考虑，但也有

教师工作压力、学生家长顾虑等原因。校方对美术馆活动的冷

淡，也与学校繁重的教学任务和升学压力有关。由于种种因素

的限制，初中生接触艺术的机会不多，因此他们对艺术的理解也

不全面。国家正在大力发展素质教育，并不主张“闭关锁校”，公

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在近年来陆续免费开放，为学生提供

了丰富的资源。要让这些资源被学生有效利用，需要馆方、学校

和社会的协作。

经过与多位中学教师的接触，笔者与广州景泰中学的美术

教师决定进行中学生美术馆课堂项目合作的尝试。这所中学只

有初中学生，目前有980多名在校学生。校方非常重视学生的素

质教育，校内有专门设立的艺术课室，美术教师拥有充足的教学

资源。

一、考察美术馆课堂：接触与认知

现行的中学美术课程有《科学、艺术考察活动》一节，教学目

标是让学生学会策划外出考察活动，鼓励学生利用社会公共资

源。广东美术馆正是这个课程的最佳教具。经过仔细的考虑和

探讨，笔者决定尝试把这次课堂与正在展出的第四届广州三年

展主题展“见所未见”（2012年9月28日至12月16日）结合起

来。

为了这次课堂，笔者和任课教师都分别做了许多准备。任

课教师根据展出作品的特色调整了课程安排和讲授内容，并亲

自到美术馆参加导览员培训；笔者也前往学校旁听了两次，根据

教学大纲增补了一些导览内容，并为这次课堂专门培训了一批

具有引导学生接触和理解当代艺术能力的志愿者导览员。

这次课堂以鼓励初一学生到美术馆完成现场考察作业的形

式开展，任课教师负责组织，馆方负责现场引导。根据课堂上的

调查，预计会有20～30名学生来到美术馆，但实际上在11月24

日当天，有60多位学生在约定的时间来到美术馆门口，除了初一

的学生之外，还有不少得到消息的初二、初三学生。这个人数超

出了笔者的预料。在参加这次实地考察活动的学生中，90%是从

未来过广东美术馆的。他们在出行之前已经分成小组，进行了

充分的准备，并在网上查好了乘车路线，制订了完善的出行计

划。

到达美术馆之后，学生根据教师的要求分成了3组，初一的

学生跟着教师参观，初二、初三的学生跟志愿者导览员参观。由

于是第一次来到美术馆，学生都非常兴奋，难免有些吵闹。平时

学生接触最多的艺术是绘画（尤其是日本漫画），因此常常会把

艺术和绘画看做一回事。所以，当学生发现眼前的当代艺术作

品跟自己理解的“艺术”完全不同的时候，就开始向教师和导览

员抛出各种各样的疑问。经过引导，学生明白了艺术不止是绘

画，还有着非常丰富的表达方式，甚至有许多奇思妙想隐藏其

中。一位学生在讲解结束时告诉志愿者导览员：“今天最大的收

获是学会了如何用自己的眼睛探索艺术的世界。”

这次课堂是一次有益的尝试。美术馆教育是传统课堂教育

的延伸，借助原作的力量，学生可以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切身

的体验。外出考察的方式也锻炼了学生自主筹备考察计划和利

用社会资源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这一次与当代艺术的近距离

接触，开阔了学生的视野，给他们打开了一扇看艺术的窗户。对

本次课堂的效果，任课教师说道：“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一样，一

种米养百样人。美术课堂不应该是教师指着书本上的名画告诉

学生这些画有多美。为什么要把自己对美的认识强灌进学生的

脑袋？让他们走进现场直接体验什么是美，不是比纸上谈兵来

得更好吗？”

事实证明，学生在现场的收获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学生

总是第一时间与我们分享感受：“在美术馆没午饭吃，所以中午

不得不离开，很可惜。”“原来不可以在美术馆里面跳舞啊，我们

以后会在馆门口跳完了再进去。”“我以后会抽时间去美术馆参

观的。”活动结束后，教师带回学校的展览画册成为了学生的宝

接触、理解、探索：
中学生美术馆课堂项目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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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术馆是丰富的艺术资源宝藏，但一直处于中学生的视野之外。广东美术馆的教育人员与中学教师一起把正规教育课

堂与到美术馆参观活动结合起来，进行了两次不同主题的中学生美术馆课堂尝试。这两次课堂表明，馆方和校方在未来应积极合作，

共同探索更人性化、更具有深度的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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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没去成的学生看了画册之后，激发了要到现场看看的想法。

通过广东美术馆公共教育部微博账号发布的活动报导更是引起

了学生的热烈讨论，被转发了70多次。学生的活跃和反馈都超

出了我们的预期。

二、抽象艺术知多少：探索与理解

有了第一次课堂合作的经验，2013年我们又再次合作了另

一次以“探索抽象艺术”为主题的美术馆课堂项目。这次项目的

契机是当时正在展出的“异象·意象——广东美术馆藏抽象艺术

作品展”（2013年10月15日至11月03日）与当时的课程“抽象

艺术”有着共同的主题。

初中美术课里有《抽象艺术》的一节，侧重于对抽象画中点、

线、面、色彩的解说，并特别指出了抽象画与音乐的关系，主要使

用蒙德里安作为案例。任课教师通常会在对“抽象”概念进行解

说后，让学生用“听音乐、画感觉”的方法尝试创作抽象画。但笔

者在旁听的时候发现这个课程的设置有一些不足。首先，任课

教师使用的抽象画案例仅限于一两位抽象画大师的作品，而这

些作品的真实质感和体积往往都无法通过电子图像得到呈现。

原作的魅力是任何复制品都无法取代的，如果学生对抽象画的

认识始终停留在这些电子图像和复制品上，可能会对他们接触

艺术产生阻碍。其次，整个课程只有45分钟，却要谈及许多深奥

的知识点和理论，跨度非常大。即兴创作的时候，学生要么无法

下笔绘画，要么就是临摹书本上的插图，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创作”。他们的反应说明，这堂课的教学效果不理想。在与任

课教师深入讨论后，笔者决定再次合作美术馆课堂项目，让学生

能直接面对抽象画，通过探索理解课堂知识。

这次到场的学生在80人左右，主要是初一的学生。让笔者

备受鼓舞的是，去年参加过课堂项目的高年级学生也主动前来

参加，这反映了他们对去年的课堂项目的认可。

考虑到初一学生对艺术的理解非常有限，笔者要求志愿者

导览员用“探究”的方式进行导览。“探究法”②（Inquiry Method）

是纽约现代艺术馆特别推崇的一种艺术教育方式。他们认为，

探究法可以促进学生“仔细观看”“发散思维”“群体交流”三项能

力的发展，从而提升其思维运转速度，甚至进一步影响其日常生

活。这种方法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实际上，探究式教学对教育人

员的要求非常之高。非常幸运，导览员在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后，

都基本达到了要求。他们没有一开始就介绍画作内容，而是向

学生抛出各种问题，并通过各种古怪的问答，把学生的关注点引

向抽象画的方方面面。

这次课堂的作业是开放性的。我们不直接要求学生画抽象

画，而是希望他们能把今天参观的“感受”或“印象”画出来。学

生的作业反映了他们在参观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如，其中一位

导览员介绍了看画距离影响画面成像效果的问题。她让学生先

远观一张画，再靠近探索细节，然后说出自己的想法。在跟随这

位导览员的15位学生中，有两位尝试创作能体现这种原理的画

作，证明他们接受和理解了相关的知识。另一位导览员把学生

的注意力引向画面的材料和肌理。她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小小的

实验：把一张纸揉成一团再铺开，说出自己的感受。导览员鼓励

学生通过观察，发现画作中特殊的肌理，然后猜测和探索艺术家

的情感变化。这个小实验也影响了好几位学生，在收回来的作

业里面，他们尝试了先在纸上涂画不同的图案，然后再通过揉、

搓、踩等方法为这张纸增加肌理。有的学生更邀请导览员通过

观察作业，猜测他们创作时的感受。

这次课堂最终变成了一次双向的教育过程。在与原作面对

面的过程中，学生把在学校课堂上学会的抽象画知识用在了生

活之中，通过观看、思考、分享的方式探索看不懂的艺术。而作

为教育者的我们也从与学生对话的过程中获得了许多资讯，为

日后继续应用“探究法”积累了有价值的经验。

三、两次课堂的启发

两次课堂达到了让学生接触、理解、探索艺术的目的，实现

了学校课程与美术馆资源的整合。在教学中，过程比结果更有

意义。观察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个性特点，再加以适

当的引导，才能够帮助学生走得更远。因此，两次美术馆课堂的

教学效果都呈现在考察过程之中，而不在最终上交的作业里。

学生的绘画技术各有不同，所以我们收到的作业有的画得

很精美，有的画得很粗糙。这些作业不能用“好”和“坏”简单评

价，但我们可以看出每位学生都有不同的见解和收获。通过切

身的体验获取知识比对比绘画技术的高低更有教育意义。在第

一次考察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学生学会了策划外出活动，认识了

广东美术馆，意识到艺术不仅仅是绘画而已。而在第二次课堂

中，通过有计划地激励学生进行思考、分享，我们也得到了巨大

的收获。学生的思维非常灵活，只要打开了“开关”，就能源源不

断地输出创意。这些创意常常是成年人无法想象的。

美术馆课堂是双向互动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学生

和美术馆教育人员都是受益者。通过这两次课堂，笔者了解到

中学美术教育和学生外出活动的一些基本情况，切身体会到教

师的需求和难处。美术馆方面不但要思考如何让学生走进美术

馆，更应该思考如何把美术馆的资源送进学校。美术馆与学校

的合作不能只停留在美术馆安排讲解、学校安排学生参观的层

次上，而应与国民基础教育课程进行更深层次的结合。馆方和

校方在未来应积极合作，共同探索更人性化、更具有深度的合作

方式。笔者相信，以“美术馆课堂”项目为出发点，找到合适的切

入点，美术馆和学校可以共同探索各种教与学的可能性，让艺术

教育走得更远。

注释：

①数字来源于2008年上海美术馆教育部公布的一项历时5个月的调

查。上海19所小学、15所中学、3所幼儿园、4个少年宫的业余美术学校、

1所职业技术学校和1所特殊教育学校的12735名学生参与了调查。在有

效的11785份问卷中，参观美术馆1次以上5次以下的有2632人，占22％；

参观5次以上的仅有271人,占2％；从未去过美术馆的有8882人，占总人

数的76％。

②探究法的基本操作方式是教育人员围绕某个物件，设置一系列开放

性问题，并在现场促成学生进行个体思考和相互之间开展对话。

（作者单位：广东美术馆公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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