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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中国画（写意花鸟）        课程代码：13112523 

课程类别：专业拓展（中国画方向课）  适用专业：美术学 

课程修读性质：限选                  学分：2.5学分 

学时：48学时（理论 8学时／实践 40学时） 

 

二  课程定位 

《中国画（写意花鸟）》课程是美术学中国画专业方向限选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传

统中国水墨画的鉴赏与实践，在宏观上立足于传统文化精神和民族审美心理，体现中国画特

有的意象造型原则与笔墨表达手段的兼容与统一，在基础造型和传统线描及工笔花鸟画课题

学习和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写意花鸟画所能兼容的笔墨造型规律和审美表达形式，拓

展学生对中国画的传统文脉和审美标准的认知和判断。 

 

三  课程目标 

课程立足于写意花鸟画的经典杰作中提取、整合和吸收公共技法和核心审美共性，把握

线性语言的意造型原则与笔墨表现技能，要求学生通过临摹明清及近现代写意花鸟画大师的

代表作来把握笔墨结构、意象造型和骨法用笔的基本原则及章法布局和画面经营的基本原

理，并把这些共性规律和公共技法规范灵活运用在在写生和创作实践中，从而获得对中国画

传统精神在当下审美语境下转型与创变的初步认知，为后面的毕业创作和日后的专业成长打

下基础。 

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画最基本最核心最实质的概念、审美范畴、技术规范、品评标准及其所依存的

文化背景，感受中国画的艺术精神和独特魅力，消除对中国艺术的隔膜或误读，并打开文化

的视野。 

能力目标 

熟悉和发挥中国画的工具特点和材料性能及写意花鸟画的基本规律和技法规范，对笔墨

表现、意象造型和和画面关系方面获得初步的认知，独立完成临摹、写生和创作任务。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了解传统写意画的审美规律与语言特点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价

值观获得一个基本的认知，对中国画最核心的写意精神和诗意情怀获得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

和审美判断，进而对自己的知识结构、人文修养和生活理想产生潜移默化的提升和塑造。 

 

 



四  课程内容 

序

号 

课程 

模块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重点 

学时 

理论 实践 

1 

写意花鸟

画的观念

与认知 

1.掌握写意花鸟画的基本概念、

演进轨迹、艺术特点和审美标

准； 

2.了解文房四宝等工具的材料

特性及其对写意语言及笔墨精

神的制约与发挥； 

3.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艺术格

调和人文修养，并开拓学生的艺

术视野。 

1.理论教学内容： 

(1)通过典型化经典杰作来梳理写意花鸟画

的发展与演进轨迹； 

(2)写意花鸟画的意象造型原则和线性语言

特征； 

(3)写意花鸟画主要的工具、材料及特性； 

(4)写意花鸟画的“六法”标准和黄宾虹的“五

笔七墨”。 

1.各时期主要代表人物和

作品的师承关系与艺术语

言的发展脉络； 

2.写意花鸟画的文化立场、

语言特征与品评标准； 

3.写意花鸟画的工具性能

与材料特性所体现的独特

性。 

2 0 

2 

写意花鸟

画的鉴赏

与临摹 

1.把握传统技法的书写性运笔

原理、笔墨结构和画面关系以及

意境表达； 

2.在充分理解吸收和消化经典

语言的基础上运用传统共性技

法规范来组织画面。 

1.理论教学内容： 

（1）经典的意义和常规技法规范； 

（2）取法路径师承传统要解决的问题。 

2.实践教学内容： 

（1）梅兰竹菊等代表性题材中的公共技法提

炼与准确临摹； 

（2）近现代经典大师杰作（任伯年、吴昌硕、

齐白石、潘天寿）的语言归纳与梳理； 

（3）变体临摹中经典语言的变通与解构。 

1.工具性能的把握和水分

的控制，包括中侧锋转换、

以书入画、泼墨破墨与积

墨、墨分五色与以墨当色等

核心技法原理； 

2.重点范本的准确对临和

重点技法的熟练通过默临； 

3.重点范本和典型语言的

分析和重组。 

2 14 



3 

写意花鸟

画的结构

写生与语

言印证 

1.了解常见表现题材的生长规

律； 

2.发现自然物象中所蕴含的生

机和理趣和画意； 

3.寻找能够触发视觉愉悦和审

美反应的兴趣点； 

4.印证传统语言并体验自然物

象与笔墨语言的转换，并逐步向

依托性准创作过渡。 

1.理论教学内容： 

（1）“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实践观解读； 

（2）写生中对“生气生机生动”的诉求和“人

与物化”的体验。 

2.实践教学内容： 

（1）草本题材的描绘，包括兰竹、杨柳、芦

苇、荷花、桂花等； 

（2）木本题材的描绘，涉及梅花、迎春花、

松柏、玉兰、牡丹、芙蓉、紫薇、山茶、桃

杏等； 

（3）藤本题材的描绘，有牵牛、丝瓜、紫藤、

葡萄、凌霄； 

（4）蔬果的表现，日常所见各类蔬菜水果所

蕴含的生活趣味； 

（5）虫鱼鸟兽的表现，限于常见的有飞禽（八

哥、喜鹊麻雀燕子、老鹰）、家禽（鸡鸭鸽

牛马羊）与水禽（鹭鸶、鸳鸯、鱼鹰、翠鸟、

丹顶鹤）和猛禽（略）； 

6.石头（太湖石、假山）。 

1.常见题材的物态、物理和

物性； 

2.单个物象物的意象造型

和组合物象的组织经营； 

3.意象造型与笔墨语言的

统一。 

2 14 



4 

写意花鸟

画的过渡

创作 

1.从身边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中寻

找最佳素材； 

2.2.变通运用经典语言进行依托

性小品创作练习； 

3.毕业创作的选题与草图级表达

方式的热身练习。 

1.理论教学内容： 

（1）创作思想，包括创作缘起、情感表达与

主题升华的讨论； 

（2）创作特色，针对共性化技法和审美的基

础上寻找个性化题材和发展个性化语言的可

能性尝试； 

（3）创作意义，主要在题材与手法、图式与

精神的层面上寻求变通的可能性和突破口，

从生活性、审美性和学术性出发，创造出有

新意有内涵有感染力的艺术形象。 

2.实践教学内容： 

（1）户外观察记录与选题论证：从身边最熟

悉的日常观察开始，从真切的视觉经验中捕

捉自我生活感受，启发自己对表现对象的直

觉敏感； 

（2）构图草稿的训练与讨论：从自然物象的

生长组合规律中生发和变通画面各种关系和

组织结构； 

（3）笔墨语言的提炼与组织；通过大自然的

启发来发现新的笔墨表现，并印证传统经典

笔墨审美诉求，让细节和全局都一画面关系

和格调品味为导向； 

（4）主体精神与主题升华；通过“画眼”点

题， 通过诗文、书法和印章来配合画面本体

语言来提升画面的精神含蕴。 

1.题材与内容的生活味； 

2.构图把握和画面完整性； 

3.笔墨表现力和格调意境； 

4.个人想法和学术探索性。 

2 12 

 



 

五  教学方法、手段建议 

本课程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方法，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 

 

六  课程考核建议 

考核方式建议：本课程考试为专业课程考试，采取将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综合考核的方

式，实行随堂考试，成绩记载采用百分制，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在成绩

评价上，首先侧重于学生对写意花鸟画造型规律与基本笔墨技法的把握，其次把握学生的审

美格调与笔墨语言转化及创作表达能力。在评价方式上，应注重学生学习过程评价和能力考

核，突出阶段评价、目标评价和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的考核，关注学生个体差异，鼓励学生创新实践。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制定相应的平时和期末

考试内容，由学生独立完成。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和评分标准进行成绩评定。

课程结束后，由各任课教师按照美术学院统一制定的专业课程考试成绩评分表，将学生期末

考试成绩如实填到评分表上，连同期末考试作品一起拍照，并交到美术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存

档。 

 

七  教材选用与主要参考书建议 

教材选用 

教材建议选用“十二五”、“十三五”国家规划教材、省部级获奖教材和近三年出版的

优质教材。同时将国内、外优秀的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 

主要参考书目 

[1]《写意花鸟画技法教程》.于光华.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2]《写意精神》.张立辰，邱振中.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3]《潘天寿 吴佛之诸乐三课徒画稿笔记》.朱颖人，何子堪.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 

[4]《中国画艺术专史》.孔六庆.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 

[5]《中国花鸟画通鉴》.卢辅圣.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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