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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urses of art design and production in vocational schools, the importance of sketch courses cannot be ignored, it forms the 
cornerstone of styling training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various creative activit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design sketches. Sketching 
courses help cultivate students’ keen observation and quick expression, and are a key component of students’ art quality education.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curriculum reform, modular teaching methods have also been introduced into art courses. It integrates 
originally scattered art knowledge and skills, optimizes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strives to provid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for 
students. Adopting a reasonable modular teaching approach for sketching courses can help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making 
sketching courses and the entire art curriculum more systematic, targeted, operable, and composable, thereby better cultiva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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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职学校的艺术设计与制作专业课程中，速写课程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它构成了造型训练的基石，为各类创意活动和设
计草图的制作奠定基础。速写课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敏锐观察力和快速表现力，是学生美术素质教育的关键组成部分。随
着课程改革的推进，模块化教学方法也被引入美术课程，它将原本零散的美术知识和技能整合起来，优化了资源利用，力
求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训练。采用合理的速写课程模块化教学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使速写课程以及整个美术课程更具系
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可组合性，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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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职艺术设计与制作专业的学生具有多样化的学习需

求和背景。模块化教学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学术水平、兴趣

和学科基础，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合适的速写模块，满足不

同学生的需求。

速写课程涉及多种技能，旨在培养学生快速、敏捷地

捕捉、表达所见、所想、所感的能力，具体技能包括但不限于：

线条技巧、构图能力、透视、比例、观察能力、快速捕捉能力。

模块化教学使得每个模块可以集中教授特定的技能，学生可

以有目标地深入学习和练习特定技能，提高效率和质量。

中职学生的个体差异较大，有的可能对人物速写感兴

趣，有的可能偏向风景速写。模块化教学可以允许学生根据

自身兴趣和倾向选择模块，实现个性化学习，更能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动力。采用模块化教学方法在中职艺术设计与

制作专业速写课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方法能够满足学生

多样化的学习需求，集中培养特定技能，实现个性化教育，

强化实践能力，并为教学效率提升和美术教育改革提供方

向，全面提升学生的美术素养和实践能力。这种方法对于中

职艺术设计与制作专业速写课程的改进和创新有着积极的

研究意义。

2 模块化教学理论基础

模块化教学是将复杂的教学内容划分为独立、具有明

确目标的小模块，每个模块包含特定的主题或技能，便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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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有针对性地教学。这种方法强调以模块为单位进行教

学设计和实施，使教学更具灵活性，能够满足学生个性化学

习需求，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知识。

3 中职艺术设计与制作专业速写课程概述

中职艺术设计与制作专业速写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快速、

准确地捕捉、表达所见、所想、所感的能力。通过速写课程，

学生应具备以下目标：

首先，培养学生对实际对象的敏锐观察力和审美感知

能力，能够以迅速而准确的方式捕捉事物的形态、结构和特

征。其次，加强学生的线条运用、构图设计、透视原理和色

彩理解等基本技能，以确保他们能够以艺术的手法将所见表

达出来。再次，培养学生对创意的思考和表达能力，引导他

们在速写的基础上发展个性化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方向。最

后，通过速写课程，为学生奠定良好的美术基础，为未来进

一步深造、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速写课程强调实践，使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技术水

平，增强学生对速写技巧的自信和熟练度。例如，人物速写

就侧重于培养学生在短时间内以准确地表达捕捉人物形象

的能力。这要求学生的眼观、脑思、手绘能够高效协调。通

过人物速写，学生学会正确的观察方法，能够精准概括主要

结构线条，舍去不必要的繁琐线条，使画面简洁明了，达到

艺术表现的目的。这种方法强调简明而精炼的表达，有助于

培养学生的绘画技巧和审美感觉，为其艺术创作奠定基础。

4 中职艺术设计与制作专业速写课程的现状
与问题分析

4.1 现状
现今中职专业通常都设置了速写课程，但内容泛化，

缺乏深度和系统性，可能只停留在基础的速写技法和绘画表

现上。教学方法偏向传统，注重技法、模仿，较少涉及创意、

探索、实践等综合能力的培养，缺乏现代教育理念的融入。

一些中职学校的教学资源有限，如图书馆、艺术作品展览等，

这影响了学生对于艺术的深入理解和实践。

4.2 存在的问题
教学内容滞后是当前中职工艺美术专业面临的一大问

题。随着职业学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中职工艺美术专业

学生人数也在增加。然而，受制于中职院校整体办学水平和

师资力量的匮乏，教学往往采用大班制集中授课，导致教师

的教学任务繁重，难以确保教学质量和深度。这种情况下，

教学内容的更新和调整显得迫在眉睫。

速写课程内容单一，侧重技巧和表现形式，缺乏创意、

设计、美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涵盖，难以培养学生的综合

能力。过度依赖某一单一作画方式，例如，过度依赖临摹，

临摹在日常教学内容中占比较大，削弱了学生独特的创意和

创作能力。忽视了学生对于大千世界的观察，抑或写生在教

学内容占比太多。

教学理念陈旧，一些学校在教学中仍然沿用传统的速

写教学理念，缺少创新，不符合现代社会对于创意、多元思

维和综合素养的要求。

评价体系不健全，缺乏完善的学业评价体系，仅以作

品为主要评价依据，忽视了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综合能

力和创意发展。

教师培养与素质不匹配，一些教师对现代教育、艺术

理念、新技术等了解不足，导致教学方法滞后，难以满足学

生的需求。

为解决这些问题，中职艺术设计与制作专业速写课程

需要更新教学理念，强调综合能力的培养，加强与实践、创

新、跨学科等的结合，优化评价体系，提高教师的教育水平

和教学方法。重视学科之间的整合、拓宽课程视野，丰富课

程内容，加强创意素描在整个速写课程安排中的比重，以期

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和行业的发展。

5 模块化教学与中职艺术设计与制作专业速
写课程的结合

结合中职艺术设计与制作专业的速写课程教学按题材

可划分为人物速写、动态速写、风景速写、建筑速写、室内

场景速写、动物速写等内容并可将其划分为不同模块。每个

模块以特定或应用场景为主题，教授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学

生可以根据自身兴趣和学习需求选择不同模块进行学习，从

而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效果。

教师在开发速写课程时应灵活调整教学观念、目标和

内容，创造多元化的功能，以满足学生不同需求和认知水平。

这包括细致编排和合理组合速写课程的各个模块，建立多元

化课程体系，展现多种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实现学生个性

化发展。教师可以通过设计具象形态和抽象形态的内容来丰

富教学内容，融入美学理念，使学生获得全面的艺术理解。

教师还可以引入意象、抽象、表现等不同艺术形式，培养学

生的艺术思维，让他们领略艺术的多样性和速写的广泛应用

范围。通过让学生多欣赏各类作品并进行适时的临摹训练，

逐步展示多样风格的速写训练，融入不同工具和材料，引导

学生追求多元化的表现风格。这样不仅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增添了学习趣味，还使所创作的作品更具深度，促进多元化

认知和综合运用能力的提高 [1]。

6 模块化教学方法在中职艺术设计与制作专
业速写课程中的应用

在课程的设计安排方面，教师按照再划分的三个模块

循序渐进地开展教学实践活动。

第一模块是基础能力培养模块，涵盖基本绘画、造型、

色彩、材料运用等基础技能，为学生打下坚实基础。该模块

实施传统美术的基础平台模块教学，着重于人体结构、人体

比例、人体基本动态概括、人体体块及其透视变化、剪影观

察法、男性特征、女性特征、头部以及身体各部分解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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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静态速写的基础训练。

第二模块专注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深化基础技能，

包括复杂造型、高级色彩运用、制作工艺等，以期提高学生

的实践技能水平。结合艺术设计与制作专业特点，根据后续

专业课程的技能需求，针对性地进行项目训练，以打好学生

的基本功，为后续课程奠定坚实基础。专业课与基础实践课

进行有效结合，能更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专业素质。

第三模块则侧重于学生设计能力的培养。在前期训练

基础上，开展更具延展性的项目，如场景设计、IP 设计、

复杂平面插图设计，引入中职职业技能大赛。教师积极参与

辅导学生参与各类专业相关竞赛，强化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

个人技能和能力，塑造竞争意识。这种设计旨在激发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体现了学生主体地位，为他们顺利展开后续学

习打下更坚实的速写基础 [2]。

在教学中更应加强多种艺术语言表达的训练。在表现

速写独有的审美价值的同时，尽量拓宽学生的表现语言和表

达空间，激发学生的创作兴趣，结合不同表现形式，鼓励学

生尝试各式各样的绘画工具，比如炭笔、钢笔、圆珠笔、毛笔、

毛刷、彩色铅笔、油画棒、水彩、蜡笔、色粉笔、综合材料

以及数码绘画板和绘图软件，帮助学生找到感兴趣的形式语

言，从而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3]。

在教学中，需要转变评价方式，使其更加多元化和综合

化，以全面了解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潜力。表1是一些教学建议。

通过这样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学生

表 1 多种评价方式与评价内容

评价方式 评价内容

多层次评价
采用多层次评价包括日常表现、课堂参与、作品质量、课外创作等方面的综合评价。这可以通过定期

小测验、作品展示、课堂讨论、课外作品评审等方式实现

自评与同学评价
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并结合同学的互评，让学生从不同角度审视自己的学习情况，促使他们认识

到自身优势和不足

成长评价 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进步，不仅看作品的最终表现，也看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努力和改进

作品集评价 鼓励学生建立自己的作品集，定期评价和指导，以作品集的积累和发展作为评价的依据之一

实践能力评价
通过现场绘画、创意实践等考查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这种实践性的评价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学生的艺

术技能和应用能力

创意和想象力评价 设置特定的评价标准，衡量学生创意、想象力的发展和运用情况，注重学生在创意方面的突破和创新

学习态度和团队合作评价 考查学生的学习态度、团队协作能力，重视学生在合作中的贡献和表现

的综合能力和潜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帮助他们

更好地发展自己的艺术才能。

7 结语

采用模块化教学的速写课程设计具有诸多优势。首先，

它使得课程内容更有条理，能够将庞大且多样的速写技能划

分为清晰的模块，便于学生逐步学习、理解和掌握。其次，

模块化设计允许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学习路径，考虑到学生的

不同需求和兴趣，丰富学生艺术语言的表达，使教学更贴近

学生，激发学习热情。最后，模块化方法便于随时调整和更

新课程内容，适应快速变化的艺术设计领域，保持教学内容

的新鲜和时效性。最重要的是，这种设计能够更好地促进学

生的创意思维、综合能力和实践技巧的提高，为培养出色的

艺术人才奠定基础。综合来看，采用模块化教学的速写课程

为学生提供了更灵活、高效且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推动了美

术教育的进步和学生综合素养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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