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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今，我们处在信息化、图像化、科技化、迅速变化发展的时代。内蒙古地区高等院校的绘画专业人
才培养方面该如何应对这个时代？怎么做到绘画专业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并举？职业专业技术教育如何转向素质
能力教育？这些都是当下需要探索和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对内蒙古地区绘画专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存在
着一些问题和挑战，并提出了创新型绘画课程设计与目标定位的策略。主要针对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从加强
社会美术实践教育、跨学科、跨专业、博物馆与美术馆教育、现代视觉艺术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希望能对
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以供内蒙古各高校绘画专业的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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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目前内蒙古地区高校绘画专业现状分析
内蒙古地区高校的绘画专业在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

各高校纷纷设立了绘画专业，并且拥有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团
队。经过多年的发展，内蒙古也涌现出两所优秀且具有代表
性的院校，分别是内蒙古师范大学和内蒙古艺术学院。１９５４
年成立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最早、
规模最大的美术院系，７０多年来为自治区培养了近万名专门
人才，为内蒙古美术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的一所院校。
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更像一位老大哥，带领着自治区
艺术创作不断前进，培养着一批又一批的艺术教育人才。内
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在２０２１年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另一所高校———内蒙古艺术学院的美术学院绘画专
业始于１９５７年，１９９４年本科招生，２０２０年被批准为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教师队伍中，有内蒙古美术家协会主席
１人，副主席２人，其中更多的是中青年教师队伍，与内蒙古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相比它更像一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使内
蒙古自治区美术创作富有活力，美术作品当代前卫，培养了
具有造型性和当代性的艺术人才。

据统计，开设绘画专业的内蒙古自治区本科院校共有１１
所，除上述两所外，还有内蒙古民族学院、呼伦贝尔学院、赤
峰学院、河套学院、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内蒙古集
宁师范学院、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内蒙
古鸿德文理学院。内蒙古地区在师资力量、教学设施、教学
资源等总体而言与发达地区相比，绘画专业方面还存在一定
的差距。内蒙古地区的绘画专业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略显偏
低，缺乏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的高水平教师。在教学设
施和资源方面，内蒙古地区的绘画专业缺乏现代化的教学设
备和丰富的教学资源，这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和专业技
能提升都存在一定的制约。此外，内蒙古地区的绘画专业在
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上也相对滞后，还是以传统的素描、色
彩写生课为主，倾向重技术、轻审美现象，缺乏与时俱进的教

学理念和方法。毕业作品缺乏人文素养与创新精神。艺术
家的人文修养，内涵虽然复杂，但人文知识、人文精神和人文
情怀一定是其核心。

二、创新型绘画课程目标定位与课程设计
内蒙古地区大学绘画专业基本上坚持“注重应用、优化

结构、增强优势、突出特色”的专业建设原则，贯彻立德树人
为本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专业艺术工作
者，注重地域、民族特色，体现专业优势传统资源特点，促进
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遵循社会和区域对人才
需求，以建设人才培养系统，教学、科研、创作、交流功能为奋
斗目标，发展繁荣民族文化艺术的办学宗旨。内蒙古地区设
有绘画专业院校大致分为师范类、艺术类和综合类三类院
校，各自根据都制定了依据学校特色的学科目标，目标设置
也考虑到适应社会需求，符合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创新精神，
近些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时
代，学生需要有更强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艺术教育
不仅仅是培养学生艺术技能的途径，而且是塑造创新思维、
文化自信的关键。新时代绘画专业的课程设计应当以培养
复合型人才为目标，既要注重学生的绘画技能培养，也要注
重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跨学科能力的培养。所以内蒙古本
土高校，在课程设计上要扎根于地域性文化，注重内蒙古的
传统文化和艺术特色的同时，也要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学生的
眼界，让学生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

（一）以复合型人才培养为目标
在培养内蒙古地区高校绘画专业人才中，培养复合型人

才应当是首要目标。复合型人才是指能够适应社会多样化
需求的跨学科、跨领域、综合性人才。既有过硬的专业技能
又有知识和能力。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旨在培养学生的绘画
专业技能，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跨学科思维和综
合素质的培养，使其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为了实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内蒙古地区高校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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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创新。在课程
设置上，应当注重跨学科的融合，将绘画专业与其他相关专
业进行交叉设置，使学生在学习绘画的同时，能够接触到更
多的知识领域，培养出更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绘画专业已
不能像过去的传统教学，专业写生占据大部分课程，基本功
扎实尤为重要，在这个高科技智能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
代，要与时就进，将绘画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并举，重点是要培
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想象力。综合类院校具有一定的优势，
例如绘画与生物艺术，使我们借助科技手段，看到肉眼看不
到的微观事物，观察到细胞的美，激发学生兴趣，用绘画语言
进行表达，在不同的领域对艺术的探索。在教学方式上，注
重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多学科交叉
学习，多学科交叉研究。在实践教学方面，要注重培养学生
的社会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参加能够增强综合素质的各种社
会美术实践活动。因此，以复合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内蒙古
地区绘画专业院校，可以为地方经济和北疆文化发展培养更
多具有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绘画人才。

（二）地域性文化与全球性视野
内蒙古地区有黄河、草原，具有独特的地域优势和多民

族地区，在内蒙古地区高校绘画专业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中，
扎根地域性文化与全球性视野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要
培养学生热爱我们的家乡、热爱这片土地、热爱祖国，要深入
挖掘内蒙古地区草原文化、民俗文化中的丰富资源，在教学
设计上将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融入课程中，带学生走进自
然，与自然对话，培养学生的感受能力和观察力，让学生深入
了解和感受这些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激发学生热爱本土文
化的热情和创作灵感。艺术创作的根本任务是为人民服务，
艺术作品能够为历史留下痕迹，所以艺术创作者要到群众中
去，扎根某个地区了解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地域文化的挖
掘至关重要，但同时还要引导学生拓宽国际视野，不能局限
于本土，要了解全球范围内的艺术潮流和前沿理念。学校要
组织对外合作交流活动，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地优秀的艺术作
品和创新思维，使他们的创作语言表达能力更具有国际化。
所以，我们在课程设计和教学实践中，需要注重地域性文化
与全球性视野的有机结合，不能一味地崇洋媚外，也不能闭
门造车，要让学生在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的同时，也能够融入
多元化、全球化的艺术语境，形成自己的独特的绘画语言。
这样，不仅可以使本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而且可以为培
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

三、重大改革举措与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一）重视社会美术实践教育
加强社会美术实践教育是内蒙古地区高校绘画专业创

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措施之一。各学校绘画专业的实践类
课程多数是以室内写生实践为主，实践教学中基础是关键，
但创作除了技术，也离不开自然、社会、人文，需要与社会链
接，创作出的作品才更具有深度和富有情感。

高校要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如参与社区艺
术项目、乡村振兴、艺术展演、公共艺术创作、绘画创作比赛、
艺术节、文化交流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艺术水平
和综合素养，在实践中感受到艺术的力量，从中还能够培养
学生的创造性和动手能力，在实践中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够体
现自身价值，发现自己的不足和存在问题。学生在课堂上学

到的绘画技能最终是要走向社会为人民和社会服务，所以，
在学习期间就应当为学生创造这样的社会实践机会，而不是
长期苦练基本功与社会脱节，毕业走向社会发现除了会画画
什么都不会。此外，高校还可以邀请社会美术界的专业人士
来校指导学生，开展艺术讲座、工作坊等活动，为学生提供更
多的学习机会和交流平台。通过学术交流活动，可以拓宽学
生的艺术视野，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为他们未来的艺术
创作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要重视社会美术实践教
育，它是内蒙古地区高校绘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内
容之一。

（二）跨学科、跨专业
跨学科、跨专业是指在培养绘画专业人才的过程中，为

拓宽学生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引入其他学科和专业的知识和
理念，培养具有跨学科综合能力的创造性人才。在内蒙古地
区高校绘画专业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中，跨学科、跨专业的内
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引入跨学科的艺术理论和
实践知识。除了专业技能和艺术史论等专业课程外，还应引
入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知识，让学生深入理
解艺术创作的内在逻辑和社会意义，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其次，可以开设跨专业的选修课程和实践活动，例如设
计、文学、表演等相关专业的合作，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结合自己的专业进行选择。目前内蒙古地区高校绘画专业
课程必修课程比重占一大部分，选修课程较少，新时代是跨
界融合、跨领域合作的时代，应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和跨界
创新的能力，使学生在学习中激发创作灵感，学校应重视选
修类课程。此外，学校可以为学生搭建跨学科实践活动。组
织不同学科专业共同参与艺术节、研讨会等活动，例如绘画
专业的绘画展，新闻专业的学生可以一起合作，记录作者从
一张纸或一块画布到一幅作品挂在展厅的全过程，采访作者
的绘画心得，从而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使学生有更
多的思考，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扩大学术视野。学校应在
课程建设、教师队伍培养、硬件设施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和保障，通过跨学科、跨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内蒙古地区
艺术教育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能力和综合素
质的优秀人才。

（三）美术馆教育与博物馆教育
博物馆与美术馆教育是绘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高校应该利用起这两个馆内的丰富资源，通
过博物馆与美术馆教育，学生可以接触到优秀的艺术作品和
历史文化遗产，教师可以将授课内容植入其中，将课堂搬入
美术馆与博物馆，让学生在绘画技术的提升的同时还拓展了
视野，激发了创作灵感。内蒙古地区高校应当加强与博物馆
和美术馆的合作，组织学生参观了解艺术背后的历史、文化
和社会背景，让学生亲身感受艺术作品的魅力。大学生的艺
术作品普遍缺乏人文修养与文化底蕴，呈现出的作品空洞，
所以在博物馆与美术馆教学中，学生不仅可以欣赏到传统的
绘画作品，还可以接触到当代艺术作品和多种艺术形式，了
解艺术的发展脉络和多样性。博物馆和美术馆教育还可以
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增强综合实践能力，并通过参与文物
保护、展览策划、艺术品鉴赏、作品讲解等活动为学生提供实
践锻炼的机会，为以后的就业打好基础。通过高校与博物
馆、美术馆的合作，内蒙古地区高校可以为学生打造更加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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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多彩的艺术教育环境，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

（四）现代视觉艺术
绘画专业培养创新人才，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现代视觉

艺术。在内蒙古地区高校绘画专业的教学中，应该注重现代
视觉艺术的教育，培养学生对当代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的理
解和运用能力。具体来说，现代视觉艺术的教育应该包括对
当代艺术潮流和趋势的了解，对不同艺术流派和风格的分析
以及对当代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研究。通过这些教育内容，学
生可以拓展自己的艺术视野，增强对当代艺术的认知和理
解，从而为其未来的创作和实践奠定坚实的基础。在现代视
觉艺术的教育中，高校教师应该注重引导学生进行当代艺术
形式的实践和创作，通过“以赛促教”激发学生创作动力。开
设相关的课程和项目，让学生接触到不同的当代艺术形式。
美术概念经常被视为“视觉艺术”，指绘画、雕塑、素描等造型
艺术，与实用艺术、装饰艺术加以区分。在西方“当代艺术”
与“美术”的概念基本等同，如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数字艺术
等，培养学生对多样化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和实践能力。同
时，学校还可以组织学生参与当代艺术展览，让他们亲身感
受当代艺术的活力和多样性，激发其对艺术创作的热情和动
力。总之，现代视觉艺术的教育是内蒙古地区高校绘画专业
创新型人才培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评价体系与反思
美育教育的评价体系是对学生绘画专业学习成果的客

观评价，同时也是对教学质量的反哺和检验。美育教育的评
价体系应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以培养内蒙古地区高校绘画专
业的创新人才为主。要注重学生的绘画作品评价，包括作品
的创意性、表现力、技术水平等方面的评价，以此来反映学生
的绘画能力和潜力。体现学生在绘画专业学习过程中的全
面发展，也要注意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考核学生的综
合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等。同时，还应该注重社
会实践评价，包括学生在社会美术实践教育中的表现和成
果，以此来反映学生在实践中的能力和水平，而不是仅限于
绘画技术的高低。在美育教育的评价体系中，要注意对教学

过程的反思和评价。教师要对自己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
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反思和评价，及时调整和完善教学策
略，使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得到提高。在美育教育的评
价体系中，对学生的发展、成长等方面的评价，也应该得到重
视。绘画专业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绘画
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批判思维、跨学科能
力等综合素质。我们不能仅仅只对学术成绩进行评价，美育
教育的评价体系应该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既
要重视对学生绘画作品的评价，也要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和
社会实践的评价，同时也要重视对教学过程和学生发展的评
价，这样才能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教学质量。

五、结语
通过对内蒙古地区高校绘画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

绘画专业人才培养面对当今时代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不能坐
以待毙，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人
才培养体系，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的复合型
绘画专业人才。同时，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不断进行
反思和改进，以确保人才培养工作的质量和效果。这将为内
蒙古地区高校绘画专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有力的支持
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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