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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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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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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部分教师有急功近利的思想。从表面看，临摹作品看着好看，交作业或展出效果好，

学生自己有成就感，指导教师也有教学成果。而学生早期的创作作品明显不如临摹作品那么

好看，甚至有幼稚或不协调等毛病。所以大部分的教师都会觉得创作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于是投机取巧，让学生临摹，只有很少的教师才会让学生去创作。  

  几乎所有设计类的教科书上的练习和作业都是要求学习设计而没有要求临摹的，而大部

分高校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中会要求或允许学生临摹，或拿临摹当作业。  

  2、学生自身的因素  

    （1）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使学生不敢创作。大部分学生从小受到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的教

育，他们都知道“枪打出头鸟”的道理，他们小时侯认为只有老师画了自己才能照着画，不然

就是不听话、出风头、目无尊长。长大了不管画什么，都要参照别人的进行，否则怕画不好，

所以学生不敢进行创作。长此以往，学生已经没有了创作的想法和习惯。  

    （2）长期的传统绘画教学使学生不会创作。学生长期都是以临摹为主，教师在授课时没

有刻意教授创作的方法，也没有进行创作的练习，学生被训练成了复制高手，离开了原作就

不会画了，就像岸上学游泳，学得再好，一到水里还是要被水淹。学生就算有了创作的想法，

也无法用画面表达。  

  （3）学生的惰性使学生懒于创作。现代的大学生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多半是父母溺

爱长大的，依赖性很强，有一定的惰性。教师要求创作，他们尚且会偷偷的临摹，如果教师

不要求创作，他们更加不愿意创作了。而且这样的学生在临摹的时候多半会偷工减料，不能

完全达到临摹的效果。  

  三、为什么要在教学中强调以创作为主  

  1、创作能培养学生的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现在高校素质教育强调要培养学生的四种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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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学生在创作过程中会发现自身的不足，从

而去进行选择性的自我学习，包括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和借鉴优秀作品等，于是就提高了综

合素质。  

  2、创作能为学生打好坚实的基础  

  笔者认为，临摹只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如果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从来没有创作过，那

么他毕业以后怎么会创作呢？所以教师应该在基础教学中教会学生创作，打好坚实的基本

功。  

  3、只有创作才能显示出学生所学到的知识  

  笔者并不反对临摹，当学生在创作的过程中无法继续的时候，也可以临摹一两张优秀作

品以启发思维，找到灵感。但不能把临摹当作业或作品。因为临摹根本不能完全显示出学生

所学到的知识。  

  4、创作能体现学生的个性，开发学生的潜能  

  设计作品应该是学生个性特征的展示，但是部分教师一味的强调临摹，甚至把临摹当作

业，评分的时候，是评临摹技巧是否高超呢还是评是否有创意呢？如果大家都临摹同一张作

品，根本不能体现出学生的个性特征，开发学生的潜力。而创作的作品就没有两张完全一样

的，所以，在高校设计基础教学中一定要强调创作。   

  四、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  

  1、不要把教师的主观意志强加给学生 

允许学生有自己的想法，大力表扬有个性、有创意的学生。对于与自己观点、表现手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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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应给予鼓励和表扬，帮助他们把设想变成设计作品，而不应讽刺打击挖苦。  

  2、在设计课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设计意识  

  首先要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让学生有创作意识，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主动性；

其次，针对某一主题，先用笔写出创作构想，或谈自己的创作设想；然后，试着用画面来表

现这个构思，尝试着用设计语言如：造型、色彩、风格来表达这一主题  

  3、培养学生从生活中发现美，搜集设计元素  

  注意培养学生从生活中去发现和收集资料，多途径、多渠道的获取信息资源进行创作。

创作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再去翻翻资料，学习借鉴那些著名设计作品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方法

来完成自己的创作。  

  4、鼓励和帮助学生完成设计  

  提倡“我能设计”、“我的设计与众不同”、“我是设计大师”的观念。帮助学生树立信心，

鼓励学生多进行创作设计，先有数量，然后才有质量，让学生完成从幼稚逐渐到成熟的过程。  

  只有在教学中强调了创作，美术设计教学才能培养出真正具有设计能力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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