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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写生采风是练习，也是一种体验生活的创作方式。艺术

家、设计师乃至当代学生常采用这种方式体验生活、寻求灵感。

应该说，对于学生而言，写生已经成为一种综合性的、必不

可少的艺术实践活动。

写生采风由来已久，唐代张 创作国画中总结出“外师

造化、中得心源”的写生真谛；北宋的范宽更加重视写生，

曾移居于终南山、太华山，只为观览山水，得其精髓，从而

激发创作的思维；清代石涛也提出“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说

法，可见古人在书画创作中对写生采风的重视。到现代，写

生采风已不仅是艺术家、设计师的独有，逐步扩展至学生的

课堂内外。对于写生采风的感悟，艺术家徐悲鸿提出：“艺

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鼓励艺术家走出画室，

到真山真水间观察、写生，并表明“只有通过对真实景物的

细致观察和写生，才能获得真感。真感是一切艺术的渊源。”

可见从古至今，写生采风均是艺术家创造力发展的源泉。作

为学生，对生活的感悟处于起步阶段，写生采风就是其创造

力发展的必备方式。

在版画领域里，写生采风也占据重要地位。木刻版画最

讲究手起刀落之间的痛快淋漓、恣意、畅快、潇洒、富有激

情和落刀无悔，这都离不开大量写生表现的练习和积累下来

的夯实的造型表现功底。在快节奏的生活背景下，越来越多

的版画作品呈现出现代性、当代性和个性化的面貌，这也依

赖于写生采风。

写生采风可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是显而易见的，但研究其

学生创造力发展的影响文献资料不多。

����年，林若熹 >��发表《写生创作》，指出写生既要感

悟物象 �又要对物象写真，不能为写生而写生。

同年，王雪 >��提出《中国山水画写生创作中灵感的由来》，

系统得出写生和创作互相依存、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密切关系。

����年，梁逸卿 >��开展了版画写生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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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生对学生创造力发展的实践研究
梁晓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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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写生作为高等美术教育课程，是以实物或风景为对象进行艺术创作的课程，其目的是通过对对象的观察和思考，把自己的理
解、感受和体会生动地表达出来。学生写生采风的关键环节在于主题凝练、场景选取、对象创作等，从写生采风关键环节入
手，结合实践经验，研究其对学生创造力发展的影响，为学生创造力发展提供一种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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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运用考察的方法写生，提高学生的版画创作能力的�

方法。

����年，章鑫 >��提出写生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有着

积极地推动作用。

2�写生采风与创造力发展间关系

写生采风是学生创造力发展的重要方法，作为高校艺术

专业的外出写生实践课，是一门名副其实的“实践”加“体验”

的课程，通过写生采风可以提高我们的观察能力、审美能力

和造型能力，这也是创造力的一种体现。应该说写生采风与

创造力发展之间是一种促进、引导和反哺的关系。

2.1�促进关系

通过写生采风，学生不断感悟自然、体验生活，在亲近

自然、增长见闻的过程中，让思绪飘飞，通过自然思考，很多

新奇、有特点的想法和点子会自然冒出，有时也是一种碰撞和

火花，进而会不断提升学生的创造力思维。创造力是一种抽象

的表述，没有明确的形态，通过表现手法外化于物，即创作对

象才能展现出来。这也是写生采风对学生创造力的促进作用。

2.2�引导关系

通过写生采风，学生更容易由外物触发自身的创作细胞，

一耸险峰、一座亭子、一声鸟鸣、一汪清水、一个眼神都可能

引起学生的共鸣，从而建立自身创作的心态，锻炼创作的思维，

所以说写生采风与创造力间也是一种引导关系，通过外物、共

鸣、思维的过程引导调动学生的创造力，并赋予作品灵魂。

2.3�反哺关系

写生采风促进、引导了学生的创造力，当学生能够在写

生采风中感悟创作，并不断突破，他会自然喜欢上写生采风，

并能够指导写生采风，不管是主题的凝练、场景的选取还是

对象的创作，都会形成自己的思维创作方式，从而形成一种

良性的循环，即促进、引导到反哺，学生的这种状态也会不

断提升其写生采风能力及创作水平。

3�写生采风对学生创造力发展的影响

通过写生采风与创造力发展间关系的论证分析，可以得

出写生采风与创造力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下面将从写生采风

的重要环节主题凝练、场景选取、对象创作几方面阐述写生

采风对学生创造力发展的影响。

3.1�主题凝练与创造力

写生采风讲究随性自然，不受拘束，更容易激发创作的

思维。虽然写生采风一般不带任何目的，但写生采风会根据

主题选取目的地。

据相关史料记载，明代画家王履在 ��岁时不畏艰险登

上了华山，耗时半年创作 ��幅写生作品《华山图》，其写生

根据自身创作方向，明确主题，选择目的地开展创作。这些

是写生创作的前提，明确主题，指明创造方向，才能形成自

身的创作风格，让自己创造力得以更好地施展。

无主题的写生采风，不能说不会出现好的创作作品，但

零散、难以成体系，不利于培养自身的创作风格，也不利于

创作思维的培养和创作资源的积淀。

3.2�场景选取与创造力

一幅成功的写生作品，首先要抓好形象的概括，分析形

与结构的特点。写生场景的选取决定着对象的形与结构，对

学生来说，场景的选取在写生采风中尤为重要，明确主题后，

如何表达主题，关键在于场景的选取。

场景的选取关键在于对主题外化于形的特点、特色的把

握，依据特点、特色去筛选、抓取自然场景，再结合文化特色、

人文特色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等，整个过程其实也是自

身创造力展现的外在体现。

3.3�对象创作与创造力

艺术离开了创作、创新，将失去自己的生命力。因此，

对象创作核心在于创造力的发挥。在主题凝练、场景选取的

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对主题的深入剖析、对场

景的分类聚合，采取单一场景创作、多场景融合创作或者附

加人类、外物等于场景进行再创作等多种创作手段开展对象

创作，过程中充分体现对象创作与创造力间的粘合度，也是

创造力不断发挥作用的展现，这也是一幅好作品的创作历程。

4�结语

写生采风是一门实践课，也是感悟课、创作课，大量的

写生采风所积累下来的心理历程、创作心得和创作资源，是

学生一生宝贵的财富。好的写生采风是好的创作源泉，因此

美术教学应重视学生的写生采风，关注写生采风每个环节对

学生创造力的影响，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引导方式，充分

发挥写生采风的积极作用，不断提升学生的艺术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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