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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从事少儿艺术教育
要懂教育，也要有情怀

收藏周刊：目前少儿美育行业存在哪
些问题？

杨红：首先是系统性的问题 ,现在很
多艺术教育机构的老师只会教学而不会
做教学系统。 事实上,教学系统也必须由
专业的教学人员去做,并非老师。

从我的经历来看,中国美术教育的定
位与国外差距很大。 在国内,我们会更加
强调审美教育以及专业学习,例如造型能
力,对媒介的掌控、表现力等等,主要还是
围绕美学来进行。 但在国外好的地方,培
养的是创造力与想象力,他们把艺术学科
作为想象力培养的切入点或者是载体。如
此看来,想要解决创造力的问题就不能只
画画,而首先要把思维的转化能力与创新
能力解决了,才能走下一步。 对于这个问
题,近年来很多机构都逐渐开始意识到了,
但是真正想做得好不容易。

收藏周刊：不少机构都把少儿美育当
是专业艺术教育,在教学上,你们会更加重
视基础性教育还是创意性教育？

杨红：他们二者其实是一体的 ,但很
多时候人们往往习惯性将它们拆分开来,
这是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基础性的东西就
是没有创意的,而有创意的东西就是不用
基础的。

事实上,不同年龄层的学生学习的只
是对不同艺术媒介的掌控,以及对课题不
同程度的解读。现在不少艺术机构都是专

门学习某种画种,这是直接从技术切入,但
最后出来,可能只是一个工匠,这会禁锢了
孩子发展的方向。 例如上个世纪,很多广
美毕业的学生都选择了出国,他们有的去
到国外的一些动漫团队中,但我们所谓的
“绘画人才”,却做不了主笔以及创意团队
的一员,他们通常都只是被安排在制作流
程线。 这是因为他们技术好,但可惜没有
原创。

收藏周刊：你们是如何通过课程来实
践教育理念的？

杨红：为了能找到一个培养青少年创
意性思维的系统,我探索了近 20 年。 在我
的系统里,我会以创新为主线设置课程,再
根据不同年龄层的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
教学工具。 每一个课题都会解决一个问
题,实现一个突破。 总而言之,设置艺术课
程与系统不能只看艺术结果与艺术技术,
我们要关注的是课程最终的目的。

除此以外,少儿教育还面临一个大问
题,如今的经营成本太高,产业匹配就显得
尤为重要。 租金成本、人力成本等等都需
要考虑。 做少儿艺术教育,要懂教育的人
来做,也要由有情怀的人来做。

收藏周刊：当时杨老前辈发现美育更
重要的功能是对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培养。
但这确实是另一个系统性的建构问题，从
无到有，要建立“创意性思维”的系统 ,这
是否特别艰难？

杨红：是十分艰难。 以往的培训机构
强调传承,是要一脉相承,强调要继承多少
先辈的笔墨。 我们同样强调传承,不同的
是,我们可能会更强调用自己的视角看待
传统,而不是一味地模仿。 比如我们有一
系列对世界名画的鉴赏与学习的课程,对
经典的自我解读内容。如何把经典理解以
后为我所用,甚至挑战经典。 需要有一种
批判性的思维。 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但
他们具备了勇气。

其实,我们应该要注意一个问题,以往
的培训班,在强调传承的同时,其实就在于
培养一群从众的人,这对于一个民族发展
是不利的。如果继续用以前的一套方法来
教育下一代,等到他们长大面临的那个世
界,其实早已千变万化,再用老一套应对可
以说是很危险的。

要把美术看作是实现
丰富想象力的载体

收藏周刊：有注意到目前美术培训的
同质化现象吗？

杨红： 传统的美术班是以审美为导
向，因此同质化的现象比较普遍，因为都
是为了美感， 以画面效果作为论断标准。
我认为美育，是有两个方面的功能的。 一
方面就是鉴赏，也就是审美的范畴。 这个
要“眼高手低”，眼光一定要超前的，这个
也是考验相应的美术老师的地方，如果美
术老师的审美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高度
的话，就会影响学生的鉴赏能力，而这也
是目前普遍的存在现象。 所以，新时代对
美术老师，也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 另
一方面则是创新思维的构建。这方面则需
要有一些能够具备跨学科知识的美术教
师，只有更多的跨学科知识介入到美育行
业，才可能有突破性的前行。

现代的美育，不能只是在纸上涂涂抹
抹，它应该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一个是鉴
赏能力，一个是创意思维，我们要把美术
看作是实现我们丰富想象力的载体，孩子
们通过掌握一些方法，在未来可以触类旁
通，这才是美育的价值所在。

收藏周刊：“双减”政策的印发似乎也
体现出了国家对美育的重视，或许接下来
美术培训行业会迎来新的局面。

杨红：“双减”政策的落实，可喜的是
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对美育的重视，但同时
可能会出现一个趋势，大家都意识到美育
的重要，集中涌进美术教育领域。 如果生
源暴涨，美术教育师资跟不上，则容易出
现鱼目混珠的现象，可能会有人为了分流
学生而随意找一些有美术功底的人开设
培训机构， 要警惕一些打着美术旗号，但
没有遵循美术教育规律和专业度准则或
者没有从创造力角度进行引导的培训班，
我们需要美育的繁荣，但并不希望扎堆。

收藏周刊：目前行内对美术考级也有
不同声音，您能否说说自己看法？

杨红：杨之光教授生前是反对儿童美
术考级的，我同样也是。 因为儿童的价值
观容易被扭曲，因为组织考级难免存在功
利心，容易被利益绑架。

而且用成人的既定标准来衡量少儿
“级别”，不见得是科学的评价。 绘画跟体
育竞技或者音乐曲谱难道不一样？少儿的
绘画不能设一个简单的标准。

尤其倡导美育的今天，更不能通过考
级的方式来引导。一旦美术考级成为了众
多家长追捧的目标，那就本末倒置，会严
重影响到真正的美育。

所以，我是希望全社会和专家们都应该
关注，呼吁大家不要朝考级的方向去发展。

广东省美协少儿美术艺委会副主任杨红：

美育行业亟待更多跨学科知识的介入
探索了近二十年，杨红与其先父、著名艺术家杨之

光创办的美术中心终于重新搭建了一个“新的系统”，把
美育概念在原来单一的审美认知上，增加了一个“创意
思维”的概念，目前的杨之光美术中心分店已经遍布各
大城市，他们承载的内核，是对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培养。
随着国家对美育的越发重视，美育行业的现状也成为了
关注热点，杨红接受收藏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美育行
业发展，亟待更多跨学科知识的介入。 ”

■杨之光美术中心学生作品

■杨之光美
术中心学生
作品

■《捆绑的艺术》 何亦阳 14 岁

■《石头记》杨舒涵 10 岁

■《小人国》林袆旻 4 岁

■《桥》张泽扬 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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