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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高校设计基础教学中的临摹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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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现代的设计艺术教育培养出来的大部分学生都会临摹，但却只有很少的学生能够进行设计。本文分析了重临

摹轻创作现象存在的根源及利弊，提出现在高校要重在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提高综合素质。创作可以培养学生的发现问

题的能力、自我学习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 构思与构图挖掘个性；教学模式；临摹；创作 

  在当今社会设计的雷同现象比比皆是，商品包装设计的雷同、工业产品的外观设计雷同以及城市规划建设的雷同或近

似等等。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在的高校设计基础教学中没有重点强调创作。  

  现代的设计艺术教育培养出来的大部分学生都会临摹，但却只有很少的学生能够进行设计。在高校设计教学中，临摹

与创作都是重要的教学手段。笔者认为，在基础图案、平面构成、立体构成以及色彩构成的教学中应当提倡创作，而不应

当让学生把临摹复制的作品当成作业。  

  一、首先，我们要分析什么是设计教学中的临摹和创作  

  1、什么是临摹，临摹有何作用  

  临摹通常有对临和意临两种方法，对临即如实临摹，带有复制性的临摹；意临又称临变，即临其精神，揉和自己的感

悟，不拘泥于原作，注重挖掘其中的有益因素，可以临摹精彩的局部，临摹构图或带有改作性的临摹。  

  从临摹入手，目的是要获得对中外优秀设计作品的丰富感受和认识。从临摹的资料中可以发现以被高度概括的表现形

式和表现技巧，领略到各个时期的装饰风格和不同特征，重新审视这些资料还会发现其中所具有的新的美感，用现代审美

观念去重新认识和发现传统艺术中的审美价值，从而加以运用并得以充分的发挥，融入自己的创造。  

  2、什么是创作，创作有何作用  

  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创作是我们造型综合能力与艺术创造能力的集中体现。美术

创作是创作主体的审美创作活动，创作能提升审美认识，表达审美情感和理想，创作更能表现创作者的艺术风格。  

  设计教学中的创作是以创造性思维和想象为目的的创作设计。它包括主题、构思、构图、造型、色彩和风格。创作最

主要的阶段是构思和构图阶段，创作中的构思阶段通常是以作者对生活丰富的观察、感受、体验为起点、然后融入审美理

想、精神、情感的把握、分析、提炼、形成基本的艺术构思。创作中的构图阶段是指作者的审美表现活动阶段，作者运用

一定的材料媒介、技艺和手段和美术设计语言，将上一阶段形成的审美认识和审美意象表现出来，物化为设计作品。所

以，创作可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性、提炼创造性思维、开发右半脑。  

  二、其次，我们再来分析设计教学没有重点强调创作的原因  

  1、教师对学生的影响  

  （1）部分教师受传统国画教学模式的影响。一般的设计教师都会要求学生从基础课开始学习临摹，一直到高年级才

能进行设计创作，他们认为学生起码要临摹两年后功力深厚了才有资格和能力进行设计和创作。这种意识跟我们中国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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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国画教学有关，我们沿袭传统学习国画都是先临摹古人的画，临摹到了一定的数量和质量后，才能进行创作。笔者认

为，这样的创作始终摆不脱曾经临摹过的作品的影响。  

  有一些教师认为，自己学了十几年都不一定能创作出好作品，学生才疏学浅，怎能奢谈创作呢？硬要创作的学生被视

为不知天高地厚。然而在国外，艺术教育强调的是挖掘个性，教师不强调学生一定要临摹，甚至连小学生都被允许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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