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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目录我的教学观关于素描关于笔墨作品选辑1959年生于南京，祖籍江苏通州。 1984年毕业于南京艺
术学院美 术系中国画专业并留校任教。1989 年本院在职研究生班毕业，获得硕 士学位。现为南京艺
术学院美术系 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作 品曾连续获得第六届、第七届全国 美展银质奖、并
被中国美术馆、香 港艺术馆、南京博物院等处收藏。 出版有《水浒组画》、《周京新画 集》、《中
国当代名画家手稿·周京 新》等个人专集。 请读片断： 在学校里做教师或是做学生，常常是由不得
人的 事，阴差阳错之故，滥教充数者有，滥学充数者也有。 鉴此，自打有幸落在教师的位置上，我
便时时提醒自己 用心努力，以过去为学之心，比而今为教之行，将自己 做学生和做教师的体验系在
一道，让它们相互对应促 动，以便修正和拓宽自己的能为，力求不做充数之滥 教，不误了别人，也
不误了自己。 十几年来，这样一种私下里的上进心，确令我有了 不少收获，积蓄了一些切身体会和
认识： 一、教学效果的优劣，在于学生是否各得其所地掌 握了地道的专业手段和知识，并由此逐步
学会如何把握 学习方法，如何料理自己，发挥自己。 二、教学效果优劣的先决条件是教师的能为如
何。 这里可将并非滥教充数者分出三个品级：下品者，教学 生怎样去画，去学习一种作画的手法，
令人知其然而 已；中品者，教学生认识为什么这样去画，去学习一种 驾驭作画手法的方法，令人知
其所以然；上品者，教学 生怎样才能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去画，去学习一种驾驭方 法的方法，令人知
其何以所以然。 三、教学效果优劣与否，还取决于学生自身的能动 性，这里亦可将并非滥学充数者
分出三个品级：下品 者，埋头充饥，只顾吃碗里的，图个饱而已；中品者， 胃口蛮好，有潜力，吃
着碗里的，盯着锅里的，不知满 足；上品者，晓得用心联系，吃着碗里的，盯着锅里的， 惦着肚里
的，善于消化发挥。 教学相长是一个永久性的课题，它不光针对教师， 也针对学生。在任何形式的
教学中，学生和教师之间的 相互交流、影响和启发，都是十分重要，十分有益的， 它们直接地决定
了教学气氛的浓淡和教学效果的优劣。 俗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在教学过程中，若是教 师与
学生、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都能积极主 动地伸出自己的手去找巴掌拍，并力求拍出好听的
节 奏，响亮的声音，那该是多么的有趣、有益！当然，“拍 巴掌”这台戏的主角应当是教师，教师
有责任想方设法 让“拍巴掌”这台戏热烈、切实而又深入地展开，并且 有责任将自己的巴掌尽量伸
得勤一点、长一点、路数宽 厚一点准确一点 教学之道，学在于人，教亦在于人。绘画教学与其 它学
科教学特点大不相同，虽然也有教学大纲、课程教 材为规矩，课前也写教案，课后也作小结，然而正
式到 了课堂上，前面那些文文本本的制约性，往往大打折 扣；左右教学导向、气氛和效果的主动权
，基本上落到 了教师手里。从任课教师走进教室的那一刻，他的绘画 造诣、理论修养、好恶褒贬、
品行德性等各项“私人积 蓄”，便一同被带了进来，有意无意地对学生们的课程 学习产生着影响，
并在课程的各阶段不同程度地见出实 效。若是遇上一位好教师，其影响和实效会更加明显： 大纲上
的“粗线条”得以分门别类地精心刻画，粗的变 细，虚的变实，深入浅出地演绎；教材中的“通用色
” 得以归整调配、丰富层次，冷的可暖，淡的可浓，因人 而异地呈相；为人师表的大道理得以形象
体现、实际表 达，歪则修正，倒则扶持，个性与道德互补。 “画如其人”这句老话我始终信服，人
品高，画 品亦高；由此可知，教如其人，学如其人，人品高， 教品、学品亦高。品者，为艺德双至
，缺不可。艺 是技，是手段；德是情，是心境。手段和心境都好才 有好的品味。我以为，古人画评
中所谓“逸、神、妙、 能”之分，其实可以通用：手段好的，为能；心境好 的，为妙；手段与心境
都好的，为神；手段与心境都 好且通透合一的，为逸。这就是作为教师艺德双至的 魅力所在，是做
教师必求的修养。 绘画教学是形象说话，个性开路，再好的道理也 不可空谈，再好的技法也不可独
尊。在学生面前，教 师要善于施展其独特的魅力；在教师面前，学生也要 善于发挥其独特的潜能。
这样两下一合拍，才可能有 教与学的好势头，才有教学可言。 绘画艺术是个体劳动，讲求自我发挥
，但凡够得 上放之四海、明明白白的道理，其实都是些寻常法 度，是常规性的东西。它们也许能伴
随着人们跨入此 行此业的门槛、或是在入门之后的一段路程中，起到 指点方向、提供“食粮”的作
用。然而，待到人们不 安现状，想要攀峰登岭、自立门户时，这些指挥棒和 充饥之物便会纷纷被冷
落丢弃，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各 有各的道理，而这些道理要么偏执一面，要么云里雾 里，总之难以形
成共识。所以，尽管人们都自以为得 “法”，并可能各有不同的功德，却只能谓之曰“无法” 了。
这对于学生来讲，当然是后话，但基础教学的前 瞻性意义，则在此显现出它研究和实践的价值。教无
止境，学无止境。 顺便说一句，这本小册子里所有的文字和图画， 仅是我一家言，仅为我一家法，
而且，文字与图画之 间，乃由着感觉编排而已，只求气氛，并无说明与示 例的关系。各位读者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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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些兴趣，或同意，或批 判，或参考纳用，或引以为戒，我都在此深表谢忱。 周京新 199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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