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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西方艺术大师作品引入儿童水墨画是我多年前的想法，但因

多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2012 年我们的课题顺利立项，使得当初的

想法得以逐步呈现。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改变传统儿童水墨画教学

千篇一律的临摹的教学方式和千人一面的教学效果，学习西方艺术

大师创新精神，以呈现一种多角度、多形式、多思维的全新的现代

儿童画，既保持中国水墨画的韵味，又具有艺术大师的风格特点。

经过两年多的探索，目前我们将波洛克、梵·高、毕加索、米罗、

克利、马蒂斯、夏加尔等十位画家的作品引入至儿童水墨画中。在

探索过程中我们有过困惑、有过迷茫，究竟怎样将大师的作品引入

水墨画中是我一直思索的问题。今天，我们将探索的成果奉献给大家，

显得几分仓促、几分幼稚、几分粗糙，但这是我们几年心血的结晶，

我们期待同仁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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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艺术大师名作引入儿童水墨画的探索
【关键词】西方艺术大师  作品  儿童  水墨画

【摘要】传统儿童水墨画的学习主要以临摹为主，学生的作品没有个性，千人一面。而

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个性鲜明，风格独特，很多的作品有着孩子般的童真、童趣。学习、临摹

大师的作品能够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运用水墨的形式临摹或创作他们的作品，使儿童

水墨画呈现得更加具有多样性、丰富性和创造性。

一、探索的原因

水墨画 ( 也称中国画 ) 是我国传统的绘画形式，近年来随着艺术教育的深入推进，水墨

画教学在中小学校也逐步开展起来。让儿童从小学习水墨画，从小接触民族的传统绘画形式，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看到喜人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不少学校、少年宫，甚至地

市级画院培训中心在指导儿童学习水墨画时，仍然运用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分年龄、不分对象

地把临摹作品作为“学习水墨画的唯一捷径”，学生跟着所谓名画一遍又一遍地“死临”，知

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种教法最大的弊端是过分强调学科中心，过于关注水墨画专业知识和

技能，漠视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 ( 特别是学生的身心特征 )，不注重引导儿童独立思考和培

养儿童的创新能力，老师教什么，学生就画什么，教与学之间缺少互动性。学生画出来的水墨

画没有个性，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而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个性鲜明，风格独特，很多的作品有着孩子般的童真、童趣。例

如西班牙画家米罗，他以儿童的天真眼光看世界，以象征性的形状和纯净的色彩，创造出很多

富有幽默感的画面。法国画家马蒂斯的作品又是另一番天地，他常以儿童的眼光去观察事物，

笔下作品无论是点、线、面，还是色彩或轮廓，都具有原始艺术的单纯和儿童般的稚拙。

捕捉儿童艺术作品最突出的创新性、自发性、直接性一直是许多成人艺术家的目标。因

为儿童绘画艺术与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反过来让儿童学习这些大师作

品，学生会感到亲切，能形成共鸣，容易接受。还有波洛克、克利、毕加索、卢梭、康定斯基、

蒙德里安、修拉、莫迪里阿尼、梵·高等，把他们的作品引入儿童水墨画，必将为儿童水墨画

教学探索出一条新的渠道，构建一条富有特色的儿童水墨画教学的新模式。

二、探索的意义

1. 促进儿童水墨画教学多元化的发展

在以传统水墨画教学模式为主的今天，将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引入儿童水墨画教学 , 使

儿童水墨画的教学呈现多元化的格局，促进儿童水墨画教学多元、健康发展。

2. 探索中西方艺术融合之路

徐悲鸿、林风眠、吴冠中等老一辈艺术家积极探索中西方艺术的融合，这说明两点：一

是中西方艺术可以融合，二是中西方艺术融合可以结出璀璨的艺术之花。将现代艺术大师的作

品引入儿童水墨画，既是拓宽水墨画教学的新方法、新领域，也是将中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一

种有益的探索。

3. 构建新的儿童水墨画教学体系

西方艺术大师 名作引入儿童水墨画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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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儿童水墨画的研究，确立一套儿童水墨画教学的目标体系，建构一套符合儿童年

龄特点的水墨画教材，探索有利于儿童学习水墨画的教学方法、形式和手段。 

4. 拓宽儿童水墨画创作思路

将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引入儿童水墨画，使儿童水墨画的创作思路更加灵活，创作内容

更加丰富，创作手法更加多样。

三、探索的依据

1. 探索中西方艺术融合的前辈的理论或评价

中国老一辈艺术家，毕生探寻一条中西方艺术融合之路，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和绘画

理论。例如吴冠中先生就曾说过：艺术到高峰时是相通的，不分东方与西方，好比爬山，东面

和西面风光不同，在山顶相遇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毕加索能欣赏齐白石，反过来就不行，为

什么？又比如，西方音乐家能听懂二胡，能在钢琴上弹出二胡的声音，我们的二胡演奏家却听

不懂钢琴，也搞不出钢琴的声音，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的视野窄。中国画近亲结婚，代代相因，

越来越退化。 

而林风眠早在 20世纪 20 年代就对中国当代绘画的发展前景提出了中西融合的主张。“他

所说的融合，在技法上是主张中西方艺术优势互补，取西方绘画造型能力之长，以补中国传统

绘画在对自然和人物形象客观真实塑造及表现方式之不足，而避免西方古典主义和学院派绘画

形式的过于强调形似或如实描写，而在主观情意表现方面之不足，以及西方现代主义绘画有时

过于脱离对广大群众的人文关怀。”

另一位追寻中西合璧的大师当属徐悲鸿了，他是国画创新的艺术实践者，在继承传统绘

画的基础上第一个把欧洲古典现实主义的技法融入到国画创作中，创制了富有时代感的新国

画。以人们熟知的画家的画马作品为例，从这类作品中既能欣赏到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线条造型

和笔墨之美，又能观察到物象局部的体面造型和光影明暗。 

徐悲鸿凭借着他的天才的智慧、坚毅的精神和毕生的努力，成为近现代中国画坛上少有

的能够全面掌握东西方绘画技法的艺术大师。

2. 儿童绘画艺术与现代艺术的相似之处

儿童绘画艺术与现代艺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儿童与艺术》的作者艾尔·赫维茨

就认为：“捕捉儿童艺术作品最突出的创新性、自发性、直接性一直是许多成人艺术家的

目标。儿童普遍使用的艺术上传统手法的例子可以在许多文化和各个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见

到……立体派画家有意识地描绘物体的多个视角，平整空间、扭曲形象这些方法在儿童艺

术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就完成了，这很具代表性。像保罗·克利和让·米歇尔·巴斯奎特这

样的艺术家，他们花大力气在自己的作品中消除所有的成人惯用手法的痕迹，以达到一种

可以让人联想到儿童艺术的表达目的。根据加德纳的观点，‘正是儿童的艺术方法，儿童

对形式的潜意识的感觉，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探索和解决的意愿，敢于冒险的能力及必须在

符号领域才能出现的感情需求’成了许多成人艺术家想要竭力模仿的东西。”北京师范大

学杨景芝教授在《中国当代儿童绘画解析与教程》一书中就认为：“儿童使用色彩基本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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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反应，是生理的、本能的，有时也是儿童个性和气

质的表现。他们用色彩发泄感情，用色彩做游戏，尽情

尽兴，根本不考虑实际物象的固有色。”现代表现主义

画家则把色彩当精神支柱，不受任何规律和传统束缚，

用强烈的色彩对比表达内在情绪，强调表现自我感受和

主观意象。因此，儿童色彩画与表现主义绘画在夸张变形、

表现主观意象方面却有异曲同工之处。

四、探索的方法

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内容丰富，风格独特，不可能用水

墨画的形式复制他们的作品，只能进行有意识的借鉴。借鉴

他们的形式、内容、方法或思路，有的甚至是局部的借鉴。

1. 作品局部借鉴

局部借鉴是探索的一个起步，它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入门，

也易于学生掌握。局部借鉴大致有三种方法：替换、删减或

添加。

（1）替换。

替换就是在临摹作品的基础上，调整作品的部分内容。

它既便于学生掌握，又需要他们做一些思考，因此有利于激

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如在借鉴学习卢梭的《热带风暴中的

虎》时，有的学生将作品中的虎替换成了豹子，在学习大师

布局着色的同时，融入了自己的创意。（图 1）

（2）删减。

大师有些作品画幅大，如果全部借鉴，既难以掌握，教

学时间也不允许。为此，可以选取其中的一部分，这样，可 

使学生容易掌握。如毕加索的具有立体主义的人物作品，有

学生截取其感兴趣的头部，既领悟了大师作品特点，也表达

了自己轻松的心情。（图 2）

（3）添加                               

添加就是选取大师作品中的某一部分，再以此为主体根

据自己的想法添加一些内容，使画面完整。如图 3，学生选

取了梵·高作品《摘橄榄》中的橄榄树的形象，将它重新组

合后，添加了一些天空和草坡，创作出了新的作品。

2. 视觉语言的借鉴                                          

视觉语言是由视觉基本元素及其构成原则两部分组

成的，基本元素包括线条（笔触）、形状、明暗、色彩、

西方艺术大师 名作引入儿童水墨画的探索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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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感和空间，构成原则包括布

局、对比、节奏、平衡和统一。

将西方艺术大师作品引入儿童

水墨画的教学研究中，就是借

鉴大师作品视觉语言的组成

部分，在绘画创作中加以灵

活运用。由于视觉语言内涵

丰富，这里只选取常用几点

逐一介绍。

（1）布局借鉴。

布局作为视觉语言构成原则的具体呈现方式，是用来

组织和运用基本元素传情达意的方法之一。不同的布局能

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

克利的《有帆船的海港》以散步式线条构成布局，描

绘的物象被概括成大小不同的平面形状，和谐地共存于画

面之中。如图 4，作者借鉴了大师克利作品的布局方式，

使画面构成富有趣味。                                                               

梵·高的《向日葵》，饱满的构图，强化了热情和生

命力。如图 5，作者借鉴了梵·高的画面布局，运用水墨

的形式再现了郁金香的勃勃生机。   

（2）色彩借鉴。

“素描使万物有其形，色彩使万物有生命”，狄德罗

一语道出了色彩的重要性。色彩的表现可以使画面呈现完

全不同的基调，从而影响人的情绪。对色彩的不同理解和

运用，产生出不同的绘画风格和艺术流派。水墨画的色彩

丰富性和表现性不及油画，但可以借用它们的色彩效果来

丰富水墨画的表现力。

卢梭运用丰富的绿色营造了一个个梦幻般的森林王

国。如图 6，作者借鉴了卢梭的色彩表现形式，用不同的

绿色，绘出了自己的森林世界。

画家马蒂斯认为色彩的选择运用应以创作者心中的感

受为基础，不必受客观色彩的束缚。在他的作品《开着的窗》

中，他用鲜艳的蓝色、紫色、橙色以及黑色营造了明丽的

色彩空间，表达他对生活的热爱。如图 7，作者借鉴了《开

着的窗》的色彩关系，较好地表现了她心中绚丽的世界。

图 4 图 5

图 6

图 7

图 8



·5·

参考文献

［1］朱朴．林风眠［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82．

［2］艾尔·赫维茨，迈克尔·戴．儿童与艺术［M］．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8．82.

［3］杨景芝．中国当代儿童绘画解析与教程［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6．61-70.

（3）笔触借鉴。

不同的笔触能够营造出不同的画面氛围，强烈的笔触给人以激情，平淡的笔触给人以宁静，

变化的笔触给人以想象。波洛克作画时，在画布上随意泼洒、滴洒颜料，创造出纵横交错的

抽象线条，产生出自由奔放的笔触效果，给人以极强

的视觉冲击力。如图 8，在这幅作品中作者借鉴波洛

克的笔触，用疏密交织的笔触、干湿浓淡的线条营造

了美丽的秋天景象。

画家梵·高用有序的、跳跃的笔触使宁静的天

空、静止的树木焕发了生机和动感。如图 9，该画模

仿梵·高的笔触，画了一幅水墨效果的《星月夜》。

3. 创作思路借鉴

借鉴大师的作品应循序渐进，先易后难，要在

学生对视觉语言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再引导其进

行创作思路的借鉴，这样容易掌握。在创作思路借

鉴学习阶段，为了让学生既有所借鉴，又有更多的

发挥空间，可以采用“借鉴形式”和“借鉴精神”

两种形式。

（1）借鉴形式。

克利、米罗、康定斯基等一些抽象画家他们在

创作时喜欢用一些符号进行创作，学生在理解他们的

创作形式时，尝试运用符号进行创作。如图 10，这

是一幅运用甲骨文式的符号创作的作品。      

（2）借鉴精神。

超现实主义画家如达利、马格利特等画家，他

们把现实观念与本能、潜意识与梦的经验相融合，

营造着一幅幅梦境般的作品。学生在掌握这种精神

的基础上，将不可融合的事物融合在一个画面中。

（图 11）

西方艺术大师 名作引入儿童水墨画的探索

图 9

图 10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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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壁画

艺术人生：波洛克的世界

杰克逊·波洛克，1912 年 1 月生于美国怀俄明州的

科迪城，早年在纽约学生联盟学画时，对墨西哥画家西盖

罗斯、奥罗斯科有极大兴趣，后又追随H·霍夫曼的画法。

波洛克 1930 年开始移居纽约，进入美国画家本顿所

领导的纽约艺术学生联合会学习，这时他所作的大多是小

幅风景画。1938 年—1943 年，他的第一批参展作品显示

了某种摹仿毕加索、米罗等画家的性质，除了运用象征和

发挥超现实主义的幻想之外，手法是半抽象的。

波洛克 1943 年开始举行个人展览，得到美国现代派

艺术收藏家古根海姆的资助，从此在美国和西欧名噪一时。

1945 年—1946 年，波洛克从纽约迁往郊区长岛开始他的

行动派绘画创作。波洛克真正开始把画布铺在地上，以所

谓直觉或偶然因素来表现画家的下意识，形成洒滴颜色的

作画方法，大约在 1947 年。

波洛克最辉煌的时刻开始于 1950 年，单是这一年他

就创作了《秋天的韵律》《第三十二号，1950》两幅作品。

但波洛克并不以一位成功者自居，反传统创作的精神激发

了他的灵感，但自我封闭的个性加上对社会、对文化的不

满，将他一次次推向痛苦的深渊。他一生穷困潦倒，终日

以酒为伴。

1956年，一场车祸，44岁的波洛克走完了短暂的一生。

波洛克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在世界范围内新美国绘画的象征。

波洛克是抽象表现主义的先驱，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

力的艺术家之一，以其在帆布上很随意地泼溅颜料、洒出

奇妙的滴画—波洛克

第 8号

1949 年第 3号

作画中的波洛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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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白鲸

海神的召唤

黑和白第 20 号

奇妙的滴画—波洛克

秋天的节奏·编号 30

流线的技艺而著称，他的作品往往具有令人难以忘怀的自

然品质。

艺术特色

波洛克绘画所创造的神奇效果几乎与他使用的笔和画

布毫无关系。他的绘画已经完全替代创作的本身，是一种

近似表演艺术的创作形式。

波洛克的油画有着令人愉悦的美，是因为它们与自然

界不规则的事物一样符合分形法则。所谓分形，就是部分

与整体具有同样的形状。我们观察海岸线时 , 会吃惊地发

现海岸线的一部分与整个海岸线具有同样的形状。这就是

分形，大自然中到处充满了这种分形艺术。

友情链接：滴画法

波洛克取消了画架，把巨大的画布平铺在地上，用钻

有小孔的盒子、棒或画笔把颜料滴溅在画布上，稀薄的颜料

借助喷雾器；作画时和画布的接触不固定在一个位置，而是

在画布四周走动，或跨越过去，使构图没有中心，结构无法

辨认；以反复的无意识的动作画成复杂难辨、线条错乱的网；

画面上线条纵横曲折，色彩变幻无常。在其追求下意识的极

端放纵的方法中可见到超现实主义画派的影响。

深度分析

《秋天的节奏·编号30》是波洛克著名的“滴画”代表作之一，整个画面布满了纵横交错、

无边无际的线条和颜色，线条和颜色之间也没有主次的区分。尽管画布呈现出的空间是有限的，

而画面中的线条和颜色并没有被限制住，它们的动势给人的视觉感受是继续向外延伸和挥洒，

延伸到画面之外的空间，使观者的眼睛一旦进入画面便久久不能离开，仿佛进入一个三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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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号

1. 用浓墨任意画出粗细不同的线条。 2.浓墨未干时，再用淡墨画出粗细不同的线条。 3. 滴洒浓淡、大小不同的墨点。

4. 等墨干后，滴洒黄色，颜色可以稍厚，滴洒

时注意点的大小和浓淡。

5. 同样的方法滴洒绿色。

6. 稍做调整，根据作品要求继续滴洒绿色。

外的空间。正如人们所评价的，波洛克的这种画法已经“被

赞誉为 1911 年毕加索和勃拉克的分析立体主义绘画以后

最引人注目的绘画空间方面的新发明”。

教学要点

（1）欣赏波洛克的绘画作品，了解其作品的绘制方法、

风格特色，感受其作品的艺术魅力。

（2）运用中国画的笔墨技法临摹大师的作品《秋天

的节奏·编号 30》。

（3）通过滴溅挥洒体验笔墨游戏给儿童带来的快乐，

并运用其方法创作《春天的节奏》《夏天的节奏》《冬天

的节奏》等具有波洛克风格的水墨作品。

（4）让艺术大师的作品来放纵儿童的表现力，使儿

童在绘画的过程中大胆地挥洒，促进审美情趣和造型能力

的提高。

作画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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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

春天的节奏  周金龙 春天的节奏  刘豫祺

秋天的节奏 2号  陈睿嫣 夏天 1号  杜如烨

夏天的节奏  许可凡秋天的节奏  聂金鸣

奇妙的滴画—波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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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生：梵·高的星空

文森特·威廉·梵·高（1853 年－ 1890 年），荷兰

后印象派代表性画家。

梵·高出生于荷兰乡村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他早年

做过职员和商行经纪人，还当过矿区的传教士。他充满幻

想、爱走极端，在生活中屡遭挫折和失败，最后他投身绘

画，决心“在绘画中与自己苦斗”。他早期画风写实，受

到荷兰传统绘画及法国写实主义画派的影响。1886 年，

他来到巴黎，结识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画家，并接触到日本

浮世绘的作品。视野的扩展使其画风巨变，他的画，开始

由早期的沉闷、昏暗，变得简洁、明亮和色彩强烈。而他

1888 年来到法国南部小镇阿尔的时候，则已经摆脱印象派

及新印象派的影响，走到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境地。在阿尔，

梵·高想要组织一个画家社团。1888 年，高更应邀前往。

但由于二人性格的冲突和观念的分歧，合作很快便告失败。

此后，梵·高的疯病 ( 有人记载是“癫痫”) 时常发作，

但神志清醒时他仍然坚持作画。1890 年 7 月，他在精神错

乱中开枪自杀，年仅 37 岁。

梵·高一生留下了丰富的作品，直到去世之后才逐

渐被人们所认识。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突出地追求自我

精神的表现，一切形式都在激烈的精神支配下跳跃和扭

动。 这样的艺术对 20 世纪表现主义影响甚深，特别是

苏丁和德国表现派画家，从梵·高的作品中吸取了不少

重要的原则。他是继伦勃朗之后荷兰最伟大的具有世界

跃动的星空—梵·高

性影响的画家。

但是，他还活着

的时候，一共只

卖出过一幅画。

梵·高的自画像

群山艳阳下的橄榄园 橄榄园

路上散步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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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动的星空—梵·高

艺术特色

梵·高的油画技法使用点彩画法。梵·高早年因

学习传统绘画技法，画面色彩并不明快，而后受新艺

术流派影响以及个人气质使然，画面变得色彩强烈，

色调明亮。后来他受到革新文艺思潮的推动和日本绘

画的启发，大胆地探索、自由地抒发内心感情的风格，

追求线条和色彩自身的表现力，追求画面的平面感、

装饰性和寓意性。

梵·高的作品中包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识、强烈的

个性和形式上的独特追求，一切形式都在激烈的精神

支配下跳跃和扭动。梵·高摒弃了一切后天习得的知

识，漠视学院派珍视的教条，甚至忘记了自己的理性。

在他的眼中，只有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观，他陶醉于其

中，物我两忘。他视天地万物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

用全部身心，拥抱一切。梵·高很晚才作为一位极具

个性化的画家而崭露头角，距他去世时只有八年。

友情链接：印象主义  表现主义

印象主义

梵·高着意于真实情感的再现，也就是说，他要

表现的是他对事物的感受，而不是他所看到的视觉形

象。梵·高在巴黎结识了印象主义画家之后，他的调

色板就变亮了。他发现，他唯一深爱的东西就是色彩，

辉煌的、未经调和的色彩。他手中的色彩特征，与印

象主义者们的色彩根本不同。即使他运用印象主义者

的技法，但由于他对于人和自然特有的观察能力，因

而得出的结论也具有非凡的个性。梵·高把他的作品

列为同一般印象主义画家的作品不同的另一类，他说：

“为了更有力地表现自我，我在色彩的运用上更为随

心所欲。”其实，不仅是色彩，连透视、形体和比例

也都变了形，以此来表现与世界之间的一种极度痛苦

但又非常真实的关系。而这一鲜明特征在后来成了印 向日葵

杜比尼花园

收割者

象派区别于其他画派而独立存在的根本。

表现主义

梵·高死后不过几年，一些画家就开始模仿他的画法，为了表现强烈的感情，可以不对

现实做如实的反映。这种创造性的态度被称作表现主义，并且被证明是现代绘画中一种历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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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夜树林

乌鸦群飞的麦田

衰的倾向，即为了主观意识而对物体进行再塑造。

深度分析

《星夜》画中呈现两种线条风格：一是弯曲的长线，二是破碎的短线。二者交互运用，

使画面呈现出眩目的奇幻景象。这显然已经脱离现实，纯为梵·高自己的想象。在构图上，骚

动的天空与平静的村落形成对比。柏树则与横向的山脉、天空达成视觉上的平衡。整幅画的色

调呈蓝绿色，画家用充满运动感的、连续不断的、波浪般急速流动的笔触表现星云和树木。在

他的笔下，星云和树木像一团正在炽热燃烧的火球，正在奋发向上，具有极强的表现力 ,给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幅《乌鸦群飞的麦田》画上仍然有着人们熟悉的他那特有的金黄色，但它充满不安和

阴郁感。乌云密布的沉沉蓝天，死死压住金黄色的麦田，沉重得教人透不过气来，空气似乎也

凝固了，一群凌乱低飞的乌鸦、波动起伏的地平线和狂暴跳动的激荡笔触更增加了压迫感、反

抗感和不安感。画面极度骚动，绿色的小路在黄色麦田中深入远方，这更增添了不安和激奋情

绪，这种画面处处流露出紧张和不祥的预兆，好像是一幅色彩和线条组成的无言绝命书。在祥

和的麦田追求不到宁静，满是阳光的蓝天中，飘过了久蓄心中死亡的影子，化作无尽的乌鸦，

引着梵·高飞向他的蓝天，追向无限光明。就在第二天，他又来到这块麦田对着自己开了一枪。

黑暗背后仍是蓝天。

1888 年梵·高邀请高更来

阿尔同住，起初他们相处愉快，

但随着梵·高病情反复，两个艺

术家却不断地争吵。在一场剧烈

争执后，高更大怒而去，梵·高

无法阻止，亦无法抑制自己的激

动，竟割下自己的左耳。世界把

自己的癫狂最先传染给人类的画

师—就像曾经给他的笔端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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