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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人画概述

1.1 文人画的由来
文人画作为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其发生发展是伴随

着传统文化而逐渐形成的。文人画不同于宫廷画院重技巧的

绘画，文人画讲求的是笔墨情趣即运用挥洒淋漓的笔墨表达

画家的情绪和绘画的意境。表达这种意境往往带有诗歌、书

法、绘画相结合的形式使得文人画所展现的画面别具一格 [1]。

自隋代始科举制诞生，文人通过绘画来表达自身以及

自身的政治抱负，逐渐形成一种特有的风气与审美特点，这

些文人通过一系列手段，将自己的艺术经验进行传承，至宋

代便出现了苏轼这样的文人画家和系统的文人画理论如“论

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苏轼对文人画理论进行了大量总

结并在诗词中都有体现。作为宋代文人画中的典范，苏轼也

积极践行自己的绘画理论，如在《枯木怪石图》当中就体现

出了在笔墨中显露心境的画理，就是在每一代画家的实践创

造和理论总结中体现文人画的发生和发展，文人将自己的审

美标准和自身的认识全都在画面中流露，并且通过画论的形

式让后人学习，使文人画的体系完整 [2]。

元代时期把宋代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

历史背景下，元代的文人有了最大的发展，赵孟頫的理论“书

画等同”及其画作对元代的绘画起到了定调的作用，并且影

响了“元四家”的出现，四家中不管是谁多少都受到了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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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的影响，并且在元代的大环境下形成了一种孤冷、荒

寂、避世、隐居等旋律的画作，共同体现出当时元代统治下

文人的情感。赵孟頫还为文人画的体系横向上扩宽了道路，

也就是为水墨花鸟的发展增添了新的绘画语言，通过书法笔

法在绘画中的运用使花鸟的表达更加自由，以致到明清时期

的文人画长盛不衰 [3]。          

1.2 文人画在题材和技法上的拓展
文人在绘画过程中常以表达自己的情感、精神、抱负，

使这些情感哲理都在笔墨中流露，在内容上表达丰富，自然

在题材的选择上也非常谨慎，以求在简淡的画面中寻求不简

单的内容，题材的具体选择上更是要符合自己的情感表达需

求，宋代画家郑思肖的《墨兰图》就是表达了自身高洁君子

以及对于宋朝的缅怀，仅仅用题材就表达出了深厚的自身情

感。元代时期在花鸟的绘画中更是加强了对于特定题材内涵

的开发，尤其是在水墨花鸟的母题既梅、兰、竹、菊中，开

掘出了更具深层的哲学精神内涵，画家往往通过这些已经深

度开发的母题上进行更加细腻的情感表达，使画面更具有可

读性，使人自己的情感在题材上找到精神依托 [4]。

文人画在技法上来说，文人通过文章书籍不断总结和

汇聚技法，让文人画的技法在横向和纵向上不断拓展，审美

原则多元化，丰富和充实了绘画语言，使文人在表达自身

的情感上更加准确和自由，以更加多元化的形式表达更加深

层，极细腻的含义。在对墨的运用上画家进行了更加细致的

分类，如泼墨、破墨等，更是有在理论上的“以书入画”使

书法上的线条流转的美，在绘画上加以表现，让画面更富有

生机使表达更加自由随意。

通过对于题材和技法的选择与拓展，文人画逐渐走出

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画科的特殊性，以其独特的风貌立于中

国画坛，让内容性、精神性、哲学性的内容在画面中得到更

加充分的显现，加以充实人们的精神家园 [5]。

1.3 文人画所传达的精神
文人画通过外部语言、结构来塑造内容，搭建其精神

内涵，从而表达自身抒发情感，这样的画面往往给人的感受

更多，读起来也更有趣味，给予画的人更多的体会。

从宋代开始，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和身份立场上，历

代文人画家他们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内容和流露的情感。宋代

的画家更加偏向抒发自身的抱负和理想，更多地把自身的感

情留于画面中，到元代时，当时画家所表达出的是一种出世

隐居的情感，更有荒瘠、冷淡、孤独的情感在其中，这都是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的产物，而到了明代，此时的文人画家

很多是于乡野的士大夫，他们更加贴近生活所表达的内容更

加自由，追求世俗的审美趣味，不管是技法还是选题上都充

分体现了世俗感情。即使文人画的内容、题材随着时间历史

在不断地变迁，但是其中的精神内核和最深层的内涵都在不

断地传承，都是对于自身、对于环境、对于社会的真理的表

达从而反映他们自身 [6]。

2 现代高中生对文人画的认识

2.1 学生的基本状况
普通高中美术课程面向的是青少年，他们的年龄一般

在十五岁到十八岁之间。随着年龄的增长高中生的身体器官

以及各个部分的组织已经趋向成熟并且有一定的认知能力

和理解能力。也是因为如此，长于表达观点的他们易受外界

情况的影响，如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交往、同学交流

等活动的过程都会对高中学生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或大或

小的外界因素都会使学生的身心发生变化。

了解高中学生的基本状况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

高中生生理上的变化和心理上的变化。在生理上，对于正处

于发育期的青少年而言，他们身体内部的各个器官以及机能

不断地完善逐渐走向成熟，心脏和大脑的发育已达到成人的

水平。在心理方面，青少年的心理认知能力在不断地增强，

高中生经历了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他们参与的学习活动和

实践活动比初中生多得多。这些活动以及外界各种信息的

影响使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认知，丰富了自身审美观念。

他们的观察能力不断增强能够通过观察进行感知事物，通过

独立的思考对美术课堂中所学习的内容进行探究、创造与评

价，获得审美经验从而在文人画赏析课堂中形成美术学科核

心素养，促进全面发展。美术学习内容的选择要根据高中生

的发展情况制定 [7]。  

2.2 赏析课教学中学生对文人画的认识
文人画赏析课属于美术鉴赏课的范畴。在普通高中美

术课程标准中提出的美术鉴赏是运用感知、经验和知识对美

术作品和美术现象进行观察、体验、鉴别与评价，获得审美

经验，提高艺术品位的美术活动 a。文人画赏析课中不仅能

看到许多的文人画作品而且对于理解中国优秀的美术作品

具有重要的作用。高中生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量和历史基

础，赏析不同的美术作品时有自己的理解，并从赏析课中培

养自己的审美能力。

文人画是中国特有的绘画风格，开展文人画赏析课能

够加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文人画注重强调

绘画的意境，学生在赏析文人画的过程中能够体会文人画的

深刻内涵，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审美能力。在文人画赏析课

教学中，文人画的掌握程度与教师的讲授方式和引导是分不

开的。教师在文人画赏析课教学中必须遵循由浅到深的原

则，把文人画的知识点讲懂讲透，使学生重点掌握美术作品

的赏析步骤。例如在鉴赏文人画作品《虞山林壑图》时，讲

授的过程中教师将运用一系列教学策略，在初步赏析阶段学

生将会了解倪瓒的相关信息，作品的尺寸、材质、馆藏地，

了解画作的题材为文人山水画，布局为“一河两岸“式构图

等等。深入探究阶段则要从《虞山林壑图》的笔墨技法以及

空间位置出发，赏析出远山近坡的皴擦较繁密，笔法苍劲干

笔超然、墨色变化多样等特点。此画与早年时期的画作有所

不同，把简淡疏荒进一步发展，体现出倪瓒晚年时期对于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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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生活的享受与满足和对人生的感悟。 

2.3 文人画中体现的精神对学生的影响
在美术鉴赏课中想要真正地理解文人画只谈自己的视

觉印象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文人画进行深刻解读。要使学

生了解文人画作品的背景、题材、皴法、笔法、墨法等去体

会文人画作品所展现的精神世界还要正确地引导学生认识

文人画作品中展现出的积极向上的一面，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念。文人画赏析课教学绝对不仅是对文人画知识的讲授与梳

理，更重要的是体会文人画背后所蕴含的意境与精神。

文人画作品中往往蕴含着大量的知识点，不仅涉及到

文人画的绘画技法还涉及到许多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伴随

着科举制的兴起，文人、士大夫都善于诗文和书法。书法和

绘画的工具也相同而且早在远古时期就存在用线造型的技

法，所以文人在绘画方面更加的容易上手。由于当时所处的

时期，文人画家们用绘画自娱或用绘画的形式为政治统治服

务。因此，文人画中必定含有文人的思想感情、人生观、世

界观以及所谓的“风度”“人品”等主观情绪。他们将心中

所想经由画作表达出来，聊以自娱。

文人画赏析课的教学任务不仅仅是使学生懂得如何去

鉴赏一幅文人画作品，还包括文人画背后蕴含的画家的心境

和价值观。或许文人画精神对于学生而言是抽象的，但这种

精神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审美观念。画作中体现出

的画家的心境往往与画家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有关。增强学

生的艺术修养与审美，学生在欣赏美术作品时就是在增强自

己对美的感受力，在老师的积极引导下继续深入作品时，学

生的所观所听所感就会深入到画作的本身从而去体会画家

的人生价值观。在这个思想过程中，学生就多一份对价值观

的思考。  

文人画把人品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画品。文人画崇

尚的“人品”对学生的品德也会产生影响。例如，文人常常

将所画之物予以象征寓意，文人常以“四君子”梅兰竹菊为

代表。梅花代表着不畏困苦坚守的初心和永不屈服的精神。

兰花素雅天真是淡泊名利最好的象征。竹子无论什么情况都

屹立不倒，挺直地站立着。菊花从不与百花争艳象征不随波

逐流，默默地付出，坚守自己的初心。画家通过这一题材借

以自喻启发了人们高尚的情操。对于学生品德的培养不是速

成的，而在于在学习过程中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文人画

精神对于学生品德的影响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3 结论

文人画赏析课作为美术课类型中的一种，对于培养学

生审美认知具有一定的意义。根据高中美术课程的设定，美

术鉴赏类课程安排在高一第一学年进行讲授。其目的是在高

中的第一学期，通过大量的美术作品增加学生的审美认知，

使学生的对于美的认知发生变化，不仅仅局限于一部分的美

术作品身上。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特有的美术作品，了解

属于中国的独特的美。综上所述，论文选择文人画赏析课的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丰富高中美术课堂的教学内容， 进而通

过赏析大量的文人画作品培养学生赏析作品、审美和感知等

能力。文人画作为中国画特有的一种绘画风格，不仅能够使

学生了解中国独特的笔墨情趣，而且对于学生而言体会文人

画中蕴含的精神和人生感悟也极其重要。学习文人画赏析课

对于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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