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慧平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院

长，教授，博士后，西泠印社社员，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 广东高校美术与设
计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广东
省书法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广东省青
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主要研究方向：书法、艺术教育、
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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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进行
美的教育

收藏周刊：在您看来，从事少儿美
术培训或者说校外的美育工作，应该要
有怎样的社会责任感？

吴慧平：少儿美术教育培训或者说
校外的美育工作，是学校美术教育或者
说是学校美育的重要补充，与家庭美术
教育或者说是家庭美育共同构成了美
育的整体。 它与学校美育、家庭美育一
样，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为指导，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进行美的教
育，培养正确的审美观、道德情操和感
受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使其个性
得到全面发展。

收藏周刊：少儿美术，培训的目的
应该是什么？

吴慧平：少儿美术培训的本质就是
让儿童的知觉力得到健康发展，培养他
们的创造性思维，让其在未来的生活中
更加顺利。

培养中小学美术和公共美
术教育师资

收藏周刊：广美美术教育学院培养
人才的定位可能是未来中小学美术教
师吗？

吴慧平 ：1981 年 ， 因应广东省改
革开放教育事业发展对美术师资建设
之需， 广州美术学院成立了美术师范
系 ，后更名为 “美术教育系 ”，2010 年
建成美术教育学院。 她是当年中国八
大美术学院中在新时期最早设立和绵
延至今的本科美术教育专业教学机
构。 首任系主任为当时留苏归国的著
名油画家和美术教育家郭绍纲，此后，
胡钜湛 、于秉正 、吴正斌 、张弘 、龙虎
等教授先后担任过美术教育系（学院）
主任（院长）。

学院成立之初便确立了培养中小
学美术师资和公共美术教育师资的宗
旨，迄今已为社会培养各类毕业生和美
育进修教师近万人。 毕业生遍布广东乃
至全国各地，不少已成长为高校美术院

系及社会美术教育机构的带头人和骨
干。 历任领导和数代教职工筚路蓝缕，
初心不忘，形成了优良的办学传统和办
学特色。

让孩子养成创意的习惯，并
应用到生活工作中

收藏周刊：在该如何做好中小学美
术教师培养这方面，你们有怎样的引导
或者要求？

吴慧平： 为推动美育发展，2018 年
12 月广州美术学院在学科专业调整时
将美术教育学院定位为纯师范教学单
位，将其他美术类、设计类专业整合到
相关院系，专门致力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的美育事业。 2021 年迎来广州美术学
院美术教育学院成立四十周年，我们迎
着新时代美育发展的东风，对应教育部
师范专业认证工作要求，美术教育学院
对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大纲
进行了全面的调整，提出“以弘扬中华
美育精神为己任，以推进适应新时代粤
港澳人文品质生活提升的艺术教育为
宗旨，以崭新视野、国际作为积极推进
人才培养、科研创作和社会美育，努力
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美院底色新
师范”的建设思路和发展目标。

收藏周刊：在具体的学科划分或者
实施上，有怎样的安排？

吴慧平：目前，美术教育学院拥有
艺术学理论、美术学、教育学三个硕士
研究方向，美术学（美术教育）、艺术教
育两个本科专业。 设美术教育、书法教
育、设计教育、史论教育和继续教育五
个学术板块及中国画与品鉴、书法与中
国文化 、绘画与欣赏、综合材料探索、
设计与应用、艺术教育、教师教育、继续
教育等八个教研室。 学院是广东省学校
艺术教育活动（美术）培训基地，也是粤
港澳大湾区美术与设计教育发展联盟
秘书处、广东省高校美术与设计教育专
业委员会、广东省高校书法教育专业委
员会秘书处所在单位，拥有省级研究机
构“中国南粤古驿道研究中心”，校级科
研机构美育与艺术教育研究所，成为中

国南方地区培养基础美术教育人才的重
镇和一面旗帜。

收藏周刊：有注意到目前校外的美
术培训的同质化现象吗？

吴慧平：在传统的美术教育中，我们
一般会以“像不像”“美不美”作为评判的
标准，导致我们的孩子的思维慢慢同质
化，失去想象力和创造力。 创意或者说
是创新性思维的培养是 21 世纪的美术
教育最为重要的关键词。 美术教育是保
持孩子想象力的一种手段、 一种形式。
在美术教育中，我们不能再以培养艺术
家为目的，而是应该把其作为人生成长
之初的一种创意思维训练，让其养成创
意的习惯，并应用到他未来的生活与工
作当中。

考级所树立的竞争意识并
不是坏事

收藏周刊：目前行内对美术考级也
有不同声音，请说说您的看法。

吴慧平：美术考级是以评比、认定
为方式的一种良好的激励机制， 可以
对考生的艺术水平提供规范性的指
导，它对增强国民素质教育，尤其是青
少年素质教育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
用。如果把考级作为一种学习目标，目
的是普及美术基础教育， 强化学生素
质。她的积极性还是显而易见的。但正
如一柄双刃剑一样，也存在弊端，但我
们不能因为考级有可能带来的弊端就
取消。 考级所树立的竞争意识并不是
坏事，只要家长和教师加以正确引导，
就能让学生在积极和努力的环境下健
康成长。

收藏周刊：在整个美育普及中，少儿
美育占了怎样的地位？ 该如何引导家长
正确认识少儿美育？

吴慧平：和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较，少
儿美育可以说是唯一一门可以由儿童作
为原创主体、直接影响其未来成长的视
觉艺术。 如能加以正确引导，可以帮助
儿童发展创新思维、促使个人全面发展，
也是影响整个国家未来是否具有创造
性、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院长吴慧平：

少儿美育不能再以培养艺术家为目的
应把它看作创意思维来训练

四十年前， 因应广东省改
革开放教育事业发展对美术师
资建设之需， 广州美术学院成
立了美术师范系， 作为中国八
大美术学院中在新时期最早设
立和绵延至今的本科美术教育
专业教学机构， 当年的师范系
已经建成美术教育学院， 并在
三年前调整为纯师范教学单
位， 为中小学美术师资和公共
美术教育师资提供后备力量。

对于社会上比较关注的少
儿美术教育， 广州美术学院美
术教育学院院长吴慧平接受收
藏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少儿
美育不能再以培养艺术家为目
的， 应把其看作创意思维进行
训练。 ”

■广东省青少年书画大赛参赛作品 粤剧文化

■广东省青少年书画大赛参赛作品 舞龙

■广东省青少年书画大赛参赛作品 国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