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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快到美术高考报名
的时候了，不少家长和考生
已进入备考状态，争分夺秒
准备“应战”素描、速写、色
彩等项目。一方面，美术高
考文化课分数低，让人忧心
美术专业扩招重量不重质，
另一方面，却是因成绩差的
学生为了进更好的大学而
恶补着美术专业知识。在
人们对高等美术教育弊端
颇多指责的情况下，这种影
响需要被深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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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话题 /

" 刘旭光

应试美育
究竟繁荣了
什么？

———高校生源扩张让分
数低了，竞争却激烈了

! ! ! !# 扩招为哪般!总体说来"中国美术的

高等教育在规模上是惊人的"有美术学院的

高校数量非常巨大" 这背后有体制性的原

因"而这些原因对于高等美术教育"有深刻

的影响#

当下中国高等美术教育，是在两个层面
上展开的。一个层面是专业美术学院，也就是
俗称的“八大院校”，他们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有自身完整的评价体系，在教学管理与人事
管理上，有内在的一致性，在招生上有相对独
立性，如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南京艺术学院
等。在另一个层面上，是综合类高校所办的美
术学院，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师范类大学所办
的美术学院，一些综合类大学也有美术学院，
如清华美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等。

当下高校美术教育规模巨大，这是由高
考制度造成的，高校扩招引发了美术类学生
数量的扩大，同时由于学费制度与高校内分
配制度的原因，使得各个高校争相办美术专
业，特别是应用美术，如设计学、书法、动画、
摄影等，而绘画学，包括国画、油画、版画等，
都在规模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地说，高
校学费的收取由国家按地区进行统一划定，
大概一个艺术类学生一年一万元，而一个非
艺术类的在五千元左右，因此出于经济考量，
各综合类高校在进行专业建设时，乐意办美
术类专业。同时在各大学内部，艺术类学院拿
到的学费分成也较多，对于一个美术学院来
说，学生越多，往往学院分配到的学费也就越
多。从教育成本上讲，班级越少，且一个班人
数越多，成本就越低，因此美术学专业实际上
是不断扩招。同时，高考相对公正，只有艺术
类专业有自主招生的可能，高校为了招生自
主权，也乐意多办一些艺术类专业。

# 美术类学生的文化课要求低"一些连

大专都考不上的学生" 如果在突击应试训练

后"在专业上通过了美术类高考的统考线"甚

至有可能上 !""大学# 生源质量差却影响到

日后的教学水平"得不偿失#

这种状况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高等美术教
育的繁荣，有大批学生投身到美术高考。为了
提高升学率，一些中学开辟美术特色班，进行
美术高考的应试性培训，将一批文化课跟不
上而愿意学美术的学生汇集起来进行专门训
练。而艺术市场的繁荣也对学生家长产生了
强烈的吸引，吸引了一批略有天分的学生报
考美术专业。加之美术教育在校外儿童艺术
教育中占有较大份额，而这些儿童长大后学
美术也是无可厚非的。

这种状态对于高校的美术教育来说，喜
忧参半。喜在于，包括美术学科在内的艺术学
科得到大发展，在高等教育中的份额逐步扩
大，以至于艺术学成为一个独立门类；各大学
的美术专业招生规模迅速扩大，纷纷开办美

术学院，美术教育全面展开。忧在于，教学条
件与师资力量并没有随着学生人数的扩大而
相应扩大，师生比从原来的 !：!"上升到 !：!#
甚至更高，而空间条件也不能相应提高；更重
要的是，生源质量由于文化课门槛低，得不到
保障。

这种状态对于高等美术教育来说，造成
了深远的影响。一大批学生的美术基础实际
上是来自高考前一年左右的应试突击，素描、
色彩、速写三门课在高考指挥棒的指引下，在
中学校外教育中被强化，并按应试进行针对
性的训练，这造成大批考进综合大学美术学
院的学生实际上造型能力较弱，基本功不扎
实，但在培养方案中，基本功训练又没有被强
调，因此，当下高校美术教育的一个突出问题
是学生造型能力的下降。同时，学生规模的扩
大造成师资规模也在扩大，教师水平，不论是
创作水平还是教学水平，都得不到有效评估。
而且综合类大学的美术学院在教师管理上出
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对教师的评价主要是
通过对其科研能力的评价而展开的，他的教
学能力和创作能力无法被量化评估，这极大
地影响了美术类教师的专业发展，毕竟，创作
与研究是两种思维。因此，现实地说，学生的
水平和教师的水平都在下降。

# 高等美术教育在教育理念上也深陷

在一个矛盾之中$一方面"学生的造型能力%

基本功较弱"另一方面"大学还要保持一种学

院化状态"教学的中心不是造型能力"&三科'

不再是教学的重点"相反"学生的创意能力与

创作能力更被看重#

这与国际上的学院派美术教育的发展也
有关系，对美术的观念变化有关，欧美美术高
等学府的美术造型能力训练也已淡出专业基
础课表。高校不愿在基本造型能力上花大力
气，学生本身又造型能力不强，究竟应当把美
术本体定位在造型能力上，还是定位在创意
能力上，这构成了当代美术教育的理念危机。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诸如综合材料艺
术、公共艺术、当代艺术、跨媒体艺术等等创
意性强而造型力弱的新艺术形式在高校的份
额越来越大。

但就高等美术教育的发展来看，形势反
而是乐观的。由于大量的人员投身美术，使得
美术界的竞争，特别是美术教育方面的竞争
非常激烈。竞争的结果是，考入高校美术专业
的学生的综合素质正在逐步提高。生源质量
在提高，这是因为高校招生人数大致稳定下
来，甚至还略有收缩，而投身美术高考的人数
却在增加，这使得一批文化素质相对更高，基
本功更好的学生考进了美术学院，高校美术
教育正在从“量”的扩大转变到“质”的提升。

美术院校之间的竞争也逐步白热化，各
个美术学院都想吸引优质生源，因此各个学
院都在进行“特”、“需”、“强”方面的定位，确
立自己的优势与特色，着力满足地方需求与
行业需求。错位竞争是各家美院求生存、谋发
展必然之举。有些美院侧重表现，有些侧重俱
象，有些侧重版画，有些侧重综合材料。这显
然是高压竞争下的良性发展。

# 另外"教育部的专业评估尺度在高等

美术教育中起到了一个方向标式的效果# 对

于招生规模过大而内涵建设不足的综合大学

美术教育来说"有清醒剂般的警示作用"有助

各个学校的师资水平快速提升#

师资队伍的学历水平，科研成果（包括纵
向项目与学术论文、专著），精品课程，专业特
色，学科建设诸多要求，尽管与美术教育的实
际并不相符，但在教育部的本科教学评估的
压力之下，各美术学院不得不服从，这实际上
起到了一个规范性效果，对于综合大学美术
教育来说，尤其有警示作用。

总体上来看，当下中国的美术高等教育
是值得肯定的，要承受如此大规模的美术类
学生的培养，在如此低的学费水平下（据笔者
的测算，大致是欧美艺术类高校学费水平的
三十分之一，去除汇率因素与实际购买力因
素，大致是六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与印度尼西
亚的学费水平相当），难能可贵，客观地说，美
术教育是成本较高的教育。尽管从量的扩张
到质到提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现实得来
看，趋势是良好的。

值得担忧的是，现实地看，高等艺术教育
的路径正在单一化，美专与工艺美校由于本科
院校门槛的降低，在招生上前景堪忧，本来承
担一部分美术教育功能的工艺美术企业逐步
退出美术教育。一些非学院化的工艺美术门类
后继乏人，而高校美术专业受制于教育部专业
目录，无法与工艺美术紧密结合。这有些遗憾，
这造成了美术院校学生的就业有重大危机，既
没有从事独立的艺术创作，又不能屈就于专门
化的工艺生产，普遍来看，美术类高校毕业生
的就业质量不高（指与本专业的相关程度）。

如果同欧美美术院校进行比较的话，最
大的感受是我们的学生规模实在是太大了，
但我们的创作与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却非常
小，当然，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普遍情况，不
仅仅是美术教育的问题。!本文作者为上师大
美术学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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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写生提高绘画技艺

!

!到美术馆寻找绘画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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