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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 美术史论) 专业“项目式教学”
改革与实践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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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美术学专业“项目式教学”的改革与实践进行分析，在教育外延不断扩展的同时，将教学与科研

相结合，教学与社会理论需求相结合，教学与成果转化相结合。师生们在项目管理与实践中实现自我的学术设计，

增强理论研究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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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大众和学界对美术学专业的关注

越来越多，美术学专业教学成果转化与应用的社会

意义日渐凸显。美术学专业的学科交叉性和问题针

对性使其形成了多元化、多向度的学术格局和求真

务实的学术倾向。“项目式教学”改革与实践将美

术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式由“课堂”推向了更广阔

的领域，在教育外延不断扩展的同时，紧抓专业基础

教育，以扎实的理论基础教学作为教学改革和实践

的学术依托。
一、美术学专业学科基础与“项目式教学”概述

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 美术史论) 专业创办于

1992 年，是山东省创办最早的美术 学 学 科，并 于

1999 年成功申报硕士点，当时设在 艺 术 文 化 系，

2013 年艺文系改为艺术文化学院;美术学( 美术批

评) 专业创办于 2005 年，设在美术学院。根据《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 年颁布) 规定，美

术学二级学科主要包括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

评、美术传播四个研究方面。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

专业 27 年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加强学科内涵建设，

在人才培养上，注重文史基础与学术综合素养相结

合，重视专业知识能力培养与理论实践多元化拓展

相结合，尊重学生天性发展与拓宽审美视域相结合，

学科自身发展与山东地域美术研究、当代美术批评

与理论构建、美术考古与文献发掘、山东美术个案与

学脉梳理研究相结合，将为山东乃至全国文化建设

培养美术理论人才作为学科培养目标和方向。
项目教学法的起源可追溯到 16 世纪罗马艺术

学院的建筑与工程教育课程，当时为提升建筑师的

专业水准而采用“竞赛”的方式进行教学。18 世纪

末，项目教学由欧洲传播到美国并逐渐在工程学领

域得到运用，理论上也得到了发展。1870 年美国伊

利诺斯工业大学 Stillman H． Ｒobimson 教授在工科

教学中提出了“理实一体”的思想，他提出教学主要

体现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1918 年 9 月，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项目教

学法在教育过程中有目的的活动的应用》的论文，

作者美国教育学家 Kilpatrick 在杜威的经验理论上

提出了项目理念，并在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项目

教学”这个概念，对这个概念给出了明确定义。此

后，项目教学在俄罗斯等欧洲国家掀起了广泛探讨。
20 世纪 60 年代，项目教学在日本、台湾的中学教育

中被推广，内涵也被进一步丰富，并传播到了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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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项目式教学”即通过“项目”分组的形式带入

教学，为了使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习惯于整体性思维，

所设置的“项目”包含多门课程的知识。项目教学

法就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将一个相对独立的项目交

由学生团队处理。信息的收集、方案的设计、项目实

施及最终评价都由学生自己负责，学生通过该项目

的进行，了解并把握整个过程及每一个环节中的基

本要求。“项目式教学”最显著的特点是目标指向

的多重性，教学周期短，见效快，可控性好，注重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这些特点非常适合目前艺术类院校

阶段性授课的教学安排与实践，避免“填鸭式”教学

方式带来的消化不良，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良好的

授课效果。而且“项目式教学法”有助于实现教学

与科研相结合、教学与社会理论需求相结合、教学与

成果转化相结合，师生们在研究选题和课题项目的

管理中实现自我的学术设计，增强理论研究的社会

责任感。
在 2016 年学分制教学大纲调整中，山东艺术学

院美术史论系以“项目式教学法”设计美术学专业

的教学改革方案，目前课程分类有美术文献概论、专
业论文写作、古代汉语、专业英语等专业基础课，中

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中国画论、西方美术理论、美
学等专业核心课，美术批评、美术考古、美术博物馆

学、美术编辑、美术策展等专业拓展课以及校史研

究、艺术家个案研究、地域美术研究等专业实践课，

紧紧围绕课堂教学展开项目选题和实践教学。在美

术学专业的教学中，力求以“项目为主线、教师为引

导、学生为主体”实现教学目标，为山东美术理论建

设和教学提供方法论的借鉴。
二、“项目式教学”改革与具体实践

近几年“项目式教学”已经从山东艺术学院美

术学专业“民间美术”“美术批评”课程的试点推广

到整个美术史论系的教学中，并取得了显著的教学

改革成效和教学实践成果，具体表现为教学中的

“三突出”和“五结合”。
( 一) 三突出

“三突出”即在“项目式教学”中突出地域美术

研究、艺术个案研究、美术文献整理。
教学中的“三突出”给予了学生很大的自主权，

学生能够自主参与、自主选择，从信息收集、方案设

计、项目实施及最终评价，都由学生自己负责，通过

项目的开展，提高学生学习自主性，培养学生创新和

实践能力。
突出地域美术研究。近年来，山东艺术学院特

别强调齐鲁文化艺术资源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力求挖掘山东地区艺术创作的地域特色，梳理独具

特色的齐鲁人文发展，这也是弘扬齐鲁文化的重要

举措。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史论系近年来积极投身山

东地域美术、民间美术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完成《潍

坊画派初探》《同志画社研究》《周村芯子研究》《济

南“曲山艺海”研究》等近百万字的理论梳理，并且

与本科高年级毕业实习和论文辅导相结合，学生毕

业论文中大量涉及地域美术、民间美术和非遗保护

的研究。随着“山东美术史专题”、“地域美术研究

专业实践课”等课程的开设，本科三年级学生课堂

作业《单应桂的艺术人生》发表于《山东艺术》、《时

代的歌者 人民的画家———单应桂》发表于《美术

报》。
突出艺术个案研究。于希宁、单应桂、张洪祥等

老一辈艺术家身上凝聚着的山东美术的教学传统和

发展经历，是我们必须要大力挖掘、研究和弘扬的艺

术财富和大学精神。艺术家的艺术成才模式可以在

学院美术教育中借鉴和传播，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

院先后举办于希宁、单应桂、张洪祥、赵玉琢、李振

才、曹昌武美术教学研讨会，“琢玉成器”毕业季、
“新沂蒙”美术作品展等专题座谈会，《艺术成才的

于希宁模式》《山东艺术学院的大学精神》等学术讲

座，并由美术史论系教师指导学生完成纪要整理。
近年来美术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和课堂作业涉及

了李成、张择端、梁楷、王蒙、管道升、高凤翰、于希

宁、单应桂、张洪祥、沈光伟、于明诠等众多古今山东

籍以及与山东有重要渊源的艺术家研究。《日照农

民画考察报告》《有髭须的佛菩萨像探究》被评为山

东省优秀学位论文。
突出美术文献整理。山东地域美术史的研究和

当代文化生态建设至关重要，但是存在研究人力、物
力、能力的限制。美术文献的再发现和深入整理需

要更多的学术关注和投入，团队建设和项目化管理

是非常必要和高效的。山艺美术史论系在学生一年

级专业基础课程设置中即开设美术文献概论课，旨

在引导学生掌握获取和使用美术文献的方法，以文

献学的基础性研究为学生美术学专业的学习服务;

目前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中外美术图片资料库、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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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家信息库、山东美术理论研究人员文论资料库、
山东美术史论专家库、当代山东美术情报库、山东美

术考古新发现资料库、山东民间美术电子档案库的

建设;申报通过了山东省教育厅教改项目“基于‘项

目式教学法＇的民间美术教学改革和实践”和山东艺

术学院教学改革项目“《美术批评》课堂教学与理论

人才培养的新探索”。
( 二) 五结合

“五结合”即项目式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项
目式教学与美院发展相结合、项目式教学与校史研

究相结合、项目式教学与地域美术研究相结合、项目

式教学与社会美术理论人才需求相结合。
项目式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美术学专业

2015 年增设了美术编辑与论文写作、美术策展与美

术市场、山东美术史专题等专业拓展课程。2016 年

配合新教学大纲改革，增设了地域美术研究专题、校
史研究专题、美术史学基础方法论应用专题、艺术个

案研究专题、考古和非遗研究报告专题五门专业实

践课，将理论教学更多的地融入到具体的实践教学

中。
项目 式 教 学 与 美 院 发 展 相 结 合。2014 年 至

2017 年间，美术批评专业的学生参与了“传承·发

展———张洪祥师生油画作品展”、国家艺术基金传

播推广交流项目“新沂蒙美术作品展”、“青春·担

当———山东青年美术力量系列展”、“琢玉成器·山

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毕业生优秀作品展”、“秋实·
山艺美术学院 2017 秋季写生优秀作品展”等多个

大型展览的前期筹备工作，协助老师完成展览宣传

和推介，参与整理编校《传承·发展———张洪祥师

生油画作品展》《国家艺术基金传播推广交流项目

“新沂蒙美术作品展”》《青春·担当———山东青年

美术力量系列展》三本画册。2013 级、2014 级美术

史论系学生对齐鲁大讲坛、美院论坛等学术讲座进

行整理，并协助编校《山东艺术学院美院论坛论文

集》《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优秀毕业论文集》。
项目式教学与校史研究相结合。以 2018 年山

东艺术学院 60 周年校庆为契机，美术学专业学生在

老师的指导下已经开始了山东艺术学院老教授、老
艺术家的资料收集和归档研究，并且有步骤地将

“黄金七九级”、“腰斩黄河”、风土人情油画晋京展、
“霜重叶红———艺专时期的教学”等山东地区现实

主义美术创作研究纳入毕业论文和专业实践课项目

联系中。
项目式教学与地域美术研究相结合。目前山东

艺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教学团队的地域美术研究包

括:艺术家个案研究，已出版《于希宁艺术文丛》三

部;美术社团研究，已完成省教育厅重点课题“同志

画社研究”、省文化艺术重点课题“琴岛画会研究”;

山东美术教育研究，师生共完成《山东艺专的美术

教学》等十余篇论文;山东艺术流派研究，受潍坊市

委宣传部委托完成《潍坊画派初探》;地域美术风格

研究，协助山东画院完成《齐鲁画风大系》的整理撰

写，协助山东省美协完成《山东地域中国画艺术个

案研究》。结合专业实践课教学，2013 级学生参与

了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玉台画史研究”、山东省教

育厅 重 点 课 题“民 间 信 仰、艺 术 赞 助 与 佛 教 造

像———山东地区北朝佛教造像艺术研究”的资料搜

集;2014 级学生参与了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周村

芯子研究”的田野调查;2015 级学生参与了山东省

教育厅重点课题“同志画社研究”的资料整理。
项目式教学与社会美术理论人才需求相结合。

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与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山
东画院、山东美术馆、济南市美术馆、山东出版集团、
西城文创集团、美术报、中国美术报、济南时报、山东

商报等多家专业单位和新闻媒体搭建“理论实训平

台”。2014 级部分学生参与了山东出版集团主持的

国家重点出版项目《百年巨匠( 校园版)》编写。近

几年美术学专业毕业生中，美术报、中国美术报、山
东美术馆、山东省美协、西城文创集团均有毕业生任

职。
三、美术学专业“项目式教学”改革的价值所在

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于 1957 年在中央美术学

院成立。60 年来，美术史学科从筚路蓝缕中起步，

到枝繁叶茂地发展，逐渐演变发展为今天的美术学

学科并成为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人文科学研究学科

之一。美术学专业不是历史、作品、事件与人物的综

合梳理，而是对过去的反思，对当下的理解与对未来

的想象。
美术学专业的课堂教学首先是建立在美术史知

识基础上的自我认识，是充分运用和再度强化学生

在美术史课程与美术鉴赏课程学到的知识和理论应

用。所以在充分利用自有师资的情况下，采取较为

多样和自由的授课方式，大体可以概括为“走出去、
请进来”。“走出去”意在使学生进入图书馆、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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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档案馆、校史馆、画家工作室等地方搜集文献资

料或口述资料，打破传统课堂的单调模式，使课堂变

得更宽广。“请进来”意指邀请艺术家走进课堂，讲

作品、讲经历、讲观念，学生在整理讲课纪要的过程

中不断与艺术家交流沟通，发现问题并以课题小组

的形式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这种面对面的交流，

增强了学生的专业情感，消除书本所带来的距离感，

使学生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所掌握的学术准备

积极地运用到理论实践中。
目前，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专业“项目式教学”

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从已取得的教学改革成

效和教学实践成果来看，具有项目设计灵活、教学方

案可复制、实施操作可控、社会需求可对接，成果转

化多元的特点，“项目式教学”改革的价值突出表现

在“学以致用”、“教学相长”、“同志同行”三个方

面。
“学以致用”即在“项目式教学”中，学生将自己

所搜集整理的资料加上自己的认识和分析，“有理、
有据、有方”地完成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实

施项目的过程中，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

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孤立的

理论知识融入生动的艺术发展、画风变化和美术教

育思想的改变之中，改变课堂灌输的教学方式，变被

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培养学生求真与考据的学术责

任感，培养学生靠材料说话、靠逻辑胜辩的基本学术

素养。将学生的选题设计、整理分析与理论课教学

和学生整体专业能力的提高结合起来，确保每个同

学都能收获一定的研究成果，这极大地培养了学生

的专业自信心。
“教学相长”的核心，就是要求学生和教师都成

为主动的学习者。“项目式教学”改革后，由任课教

师设置若干项目专题，教学过程以项目为主线，学生

在老师的引导下将理论知识直接应用到不同项目的

实施过程中，去解决项目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相对

于学生来说，知识模式传递的转换使教师原有的知

识结构更加牢固，思维成熟度更高，在课堂生活组合

式的师生交往中批判性的接受、调整学生的思维火

花，通过师生交互式的学习达成教师自身知识的意

义构建。教师在各个教学环节里每克服一个问题，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是教学相长的体

现。
支撑学生学习的最大动力是兴趣，足够浓厚的

兴趣才会使学生对专业学习本身充满激情。学习兴

趣的培养或者激发本身，也与对专业使命的认知有

关，美术学专业目前存在的很大一个问题在于学生

毕业后大多转行由此造成人才流失。而“项目式教

学”从选题到项目实施都给予了学生很大的自主

性，学生在项目完成过程中培养起来的兴趣很大程

度上会延续到今后的专业学习中，并且学生在“项

目式教学”中能够树立起专业自信和专业志向，在

这一专业领域中看到自己建功立业的机遇，看到历

史对自己的承诺，这种承诺是具有巨大诱惑力的，这

种展望让学生能够对专业产生激情，产生出进行创

造性突破的 冲 动，从 而 达 成 同 学 与 老 师“同 志 同

行”。
能够看到，美术学专业的“项目式教学”不仅能

够推进美术理论研究领域的深化和细化，又可以为

理论人才培养拓展新模式，还可以为其他专业的理

论课教学提供富有启发的借鉴意义，而且能够使我

们的高等美术教育、专业性教育更加面向社会，服务

社会，切实做到为山东乃至全国文化建设培养优秀

理论人才的目标要求。
( 责任编辑: 刘德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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