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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坚持在“教”与“育”
两方面保持不断成长

收藏周刊：从事少儿美术培训，应该
要有怎样的责任感？

劳健聪： 作为少儿美术培训的从业
者，我们除了要具备“教学育人”这一技
能，更需要有专业的美术功底。 因此，目
前从事少儿美术教培工作的大多数是专
业美术毕业的从业者。 我认为从事美育
工作应有“工匠精神”这一责任感，只有
这样，我们在从业的过程中，才能时刻对
教学品质有要求， 即便内外因的起伏影
响，始终保持初心，专注并坚持在“教”与
“育”两方面保持不断成长。

收藏周刊：少儿美术，培训的到底应
该是什么？

劳健聪： 少儿美术， 属于素质类教
育，在少儿美术教育的从业过程中，我们
除了授予孩子们的美育知识与美术技
法，在教学过程中更承载着对孩子思维、
想象力、创造力、行为习惯、性格养成等
教育，从而指导开展色彩、线条、空间及
画面组织。 帮孩子们达成以上理念的教
育就是审美教育。 通过在课堂上对美的
理解和创作实践， 孩子的思维会更开阔
与更活跃，能时刻发现生活中的“美”，养
成更好的性格与行为习惯。

收藏周刊： 你们是如何通过课程来
实践教育理念的？

劳健聪：在小学学龄前阶段，我们的
课程尤为重视孩子的行为习惯及性格的
养成。 此阶段的绘画不会强调“画形象”
而是关注他们的情感情绪，身体经验，生
活经验，视觉印象及课堂中的艺术体验。
课程的内容从幼儿喜欢画的形象开始，
让孩子在创作过程中宣泄情感，编故事，
丰富画面，再造想象，让孩子的思维动起
来表达自己。

孩子进入小学学龄后， 我们在课程
上会加以美术语言， 以表现完整的形象
为基础，尊重孩子的兴趣，经验，在色彩，
空间和画面组织上缓慢介入知识。 这个
阶段着重培养孩子的创造性及想象的方
法，比如内容及技法上新形象，新设想的
引入，让孩子对已有认知表象进行选择，

加工，改组及构成，重视儿童此时“将形
象画得更完整”的真实需求，让他们进行
完整形象的绘画创作。

在“同质化”的约束下
机构的课程创新度会降低

收藏周刊： 有注意到目前美术培训
的同质化现象吗？

劳健聪： 目前美术培训确实存在很
大的同质化现象。 “美”是没有定则的，但
“教育“必须是有定法和标准的，这些标
准是随着这个行业发展， 在不断的教学
实践过程中去修正而形成的。 这些基本
的准则和标准指导着各机构去研发课
程，最终形成课例上呈现“同质化”。

在目前的阶段，在“同质化”的约束
下，机构的课程创新度会降低，从而培养
出一批在美术技法甚至想法非常雷同的
孩子， 这不是我们少儿美术培训的最终
目的。 我们从业者需要更多的是思维上
的创新，构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课程，包
括：老师创新的思维，创新的课程内容与
技法，创新的媒材，创新的教学方法，培
育彰显美与个性的孩子。 各机构在遵循
行业正确大方向的基础上做出自己机构
的特色课程，百花齐放，这才是少儿美术
培训行业的积极发展方向。

收藏周刊： 你们有组织学生参与考
级吗？ 应该如何看待美术考级？

劳健聪： 美术考级在某方面对孩子
的美术学习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孩
子学习美术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考级，
但考级能代表着孩子美术学习过程中的
一个小目标。

美术考级的核心不在于机构是否要
带孩子参加，而是考级的组织者本身，即
美术考级的举办方提供的考级内容和评
定标准。 比如它是围绕纯技法还是开拓
思维的方向去开展试题与评定？ 这也会
直接指导并影响培训机构的课程构建方
向。

目前五花八门的美术考级的组织很
多，各个考级的标准也不一样。 伴随着行
业的发展，考级的标准和准则会不断改进
与调整的，引领行业往正确的方向发展。

从事少儿美术培训， 首先应该培
训学生正确的审美观， 通过让他们对
传统审美的认知， 从而让他们建立正
统的审美观念。

目前行内同质化现象太普遍，不
少培训机构由非专业人士操办， 课程
设置上多为互相抄袭模仿， 如此现状
确实让人堪忧。

而我们则通过设置传统基础的课
程，比如对《芥子园画谱》、历代的各种
书帖等学习， 让学生多接触传统的精
髓。 而在阶段划分上，我们分启蒙班、
创意班、少儿班、中考班、高考班等。

通过不同的班级划分，对学生进行
不同的定位，进行更有效的美育引导。

而对于美术考级，多是家长的需求，
而对美育本身并没有太多积极的意义。

老师应当是孩子们
学会发现美的引路人

收藏周刊：从事少儿美术培训，老
师应该起怎样的引导作用？

盘丽：美术是作为学习的载体，让
孩子们去发现美、观察美，从而提高审
美能力， 让孩子们的生活变得更多姿
多彩， 老师应当是孩子们学会发现美
的引路人。

收藏周刊：少儿美术，培训的到底
应该是什么？

盘丽： 对于 3-6 岁的小孩子还处
在一个涂鸦期， 那我们更多的是培养
他们的动手协调能力， 引导他们学会
发现，去感知世界。 通过自己看的、听
的、摸的和想的，通过手或者肢体语言
表达出来，因为艺术本身是多元的，只
要小孩子能自己去观察生活， 并且很
好地表达出来，就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在这个时期的小孩子，我们不
会通过对比去评判他们作品的好坏，哪
怕一个小孩子在课堂上只画了一个圈，
那也是她当天观察或者思考的表现。

而 6-8 岁这个阶段的小孩子，我
认为正处在一个转型阶段， 这个阶段
慢慢地要去学习一些专业的基础知识
来支撑他们能更好地去实现自己的想
法和创意，在这个时期，我们会教授一

些相对专业性的知识点，8 岁以上就
更具象了，学到的知识点相对更专业。

考级的事不能一概而论
要看家长和小孩子的发心

收藏周刊： 你们是如何通过课程
来实践教育理念的？

盘丽：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是分几个
板块的，如观察日常生活、观察大自然、
观察生态以及文化，实际就是让小孩子
去观察身边事物。通过这些观察来赋予
任何的事或物的生命意义。比如在生态
课题当中， 不只是让小孩子观察植物，
观察环境，更多的是在观察的过程当中
引导孩子们去思考，让他们同时了解保
护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重要性。

收藏周刊：你怎么看美术考级？
盘丽： 目前美术培训行业组织参

加考级的机构确实不少。 我认为对考
级的事不能一概而论， 还是要看每一
位家长和小孩子的发心， 考级只是对
孩子某一阶段学习的检验和认可。 如
同组织参加比赛一样， 是希望通过这
个渠道和平台， 让孩子们能更清楚地
认识和展示自己， 从而让孩子提升或
塑造自己的自信心， 这是很关键的一
点。 当然，也不能神化考级，不能过于
崇拜级别。

稻田美术教育联合创始人劳健聪：

从事美育工作更需要“工匠精神”
在目前美术培训机构同质化明显的约束下，机构的课程创新度不高，从而培养

出一批在技法甚至想法雷同的孩子，这并不是少儿美术培训的初衷。 对此，稻田美
术教育联合创始人劳健聪认为，从业者需要更多的是思维上的创新，构建自己的核
心竞争力课程，以培育彰显美与个性的孩子。

劳健聪
稻田美术教育联

合创始人、毕业于暨南
大学、从事少儿美术培
训运营工作 10 年、广
东少儿艺术联盟副会
长、广州广雅实验中学
“周四有约” 艺术课堂
特聘讲师。

豆蒙美术教学主管盘丽：

让孩子通过观察思考生命意义
让小孩子观察植物、环境，在观

察的过程中引导孩子们了解保护自
然环境对于人类的重要性。 这一点
的强调， 是豆蒙美术有别于不少美
术培训机构的地方， 其教学主管盘
丽告诉收藏周刊记者，“让孩子通过
观察思考生命意义。 ”

盘丽
湖南人，

毕 业 于 四 川
美术学院，获
高级中学（美
术）教师资格

证 ， 从事少儿美术培训行业近 10
年，现为豆蒙美术教学主管。

安格画室梁远东：

让学生多接触传统的精髓

■稻田美术学生作品

■安格美术创意班学生作品

■豆蒙学生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