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威海艺术学校

美术绘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教学对象与学制

（一） 教学对象

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及以上学历者

（二） 学制

三年

二、培养目标

面向艺术类高考，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职

业素养和文化水平，掌握基本的文化理论知识，并通过美

术高考各学科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基本的造型原理、规律

以及表现方法，掌握色彩的基础理论知识,以及审美原理、

规律、表现方法，培养学生正确的观察方法，使学生具有

较完整和独立的创造能力，提高艺术修养，顺利升入美术

类高等院校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职业能力描述

（一）职业能力要求



17 级美术绘画专业毕业生职业能力要求（表一）

项目 编号 能力要求

基本知识

要求

1
掌握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地理、历史等本专业所需的文

化基础知识

2 掌握素描的基本理论知识

3 掌握色彩的基本理论知识

4 掌握速写的基本理论知识

职业素质

要求

1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遵纪守法，行为规范

3 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4 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5 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合作意识

核心技能

要求

1 扎实的绘画造型能力

2 设计构成基础的掌握及运用能力

3 创意构思与实施能力

4 鉴别与欣赏能力

（二）职业定位和岗位要求

本专业的毕业生可通过全国普通艺术高考进入高等

院校学习，可考取美术学、绘画、雕塑、书法、艺术设计、

公共艺术、产品设计、动画、建筑学、广告设计、数字媒体

艺术、戏剧影视美术、电影电视美术、陶瓷艺术设计、摄影、

文物鉴定与修复等专业，毕业后可以向各类型专业领域提供

高素质专业型人才，或继续深造学习。



（三）未来发展方向

本专业毕业生，可通过全国普通高考进入高等院校学习，

进一步提高深造。

四、课程结构框架

五、课程设置与教学要求

（一） 公共基础课

1.语文（488 学时）

在初中语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现代文和文言文阅读



训练，提高学生阅读现代文和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加强文学

作品阅读教学，培养学生欣赏文学作品听能力；加强写作和

口语交际训练，提高学生应用文写作能力和日常口语交际水

平。通过课内外的教学活动，使学生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必需

的语文基础知识，养成自学和运用语文的良好习惯，接受优

秀文化熏陶，形成高尚的审美情趣。

2.数学（488 学时）

在初中数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数学的基础知识。获

得必要的数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理解基本的数学概念、

数学结论的本质，体会数学思想和方法;提高空间想象、抽

象概括、推理论证、运算求解、数据处理等基本能力;提高

学生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包括简单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数学表达和交流的能力，发展独立获取数学知识的能力;发

展数学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力求对现实世界中蕴涵的一些

数学模式进行思考和作出判断;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树立

学好数学的信心，形成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和科学态度;具

有一定的数学视野，逐步认识数学的科学价值、应用价值和

文化价值，体会数学的美学意义，从而进一步树立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3.英语（488 学时）

在初中英语的基础上，巩固、扩展学生的基础词汇和基

础语法；教学目标本着面向艺校全体艺术类高考生，关注每

个学生的不同的特点等要求，本目标设计以学生技能，语言

知识，情感态度，学习方法和文化意识的发展为基础，突出



学生主体，尊重个体差异，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构建知识，

提高技能，磨练意志，活跃思维，展现个性，发展心智和拓

展视野，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感知、体验、实践、参

与和合作等方式，实现任务的目标，感受成功，注重过程评

价，促进学生发展，建立能激励学生英语学习兴趣和自主学

习能力发展的评价体系。针对高考的要求，英语教学主要培

养学生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

4.政治（376 学时）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德育课程，旨在

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与职业指导。其任务是：使学生了

解职业、职业素质、职业道德、职业个性、职业选择、职业

理想的基本知识与要求，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掌握职业道

德基本规范，以及职业道德行为养成的途径，陶冶高尚的职

业道德情操；形成依法就业、竞争上岗等符合时代要求的观

念；学会依据社会发展、职业需要和个人特点进行职业生涯

设计的方法；增强提高自身全面素质、自主择业、立业创业

的自觉。

5.历史（376 学时）

以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为依据，以现行高中历史课本

（新人教版）为依托，转变观念，更新教法，指导学法，因

材施教，培养学科思维能力，紧扣教学环节，全面落实基础

知识和能力要求，切实提高高中历史教学质量，达到素质教

育和高考的要求。

6.地理（376 学时）



获得地球和宇宙环境的基础知识；理解人类赖以生存的

自然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以及自然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

相互关系。了解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理解人文地理

环境的形成和特点；认识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及主要途径。认

识区域差异，了解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途

径。学会独立或合作进行地理观测、地理实验、地理调查；

掌握阅读、分析、运用地理图表和地理数据的技能。

7.体育（92 学时）

坚持以教学改革为先导，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宗旨，通过

体育教学和丰富多彩的群体活动，促进学生身体的正常发育

和身心健康，掌握体育保健基本知识，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

思想，为学生的终身体育打下牢靠的体育基础。

（二） 专业基础技能课程

1．素描（954 学时）

素描是美术专业学习的基础课，也是一门独立的艺术。

通过素描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基本上掌握基本的造型原理，

规律以及表现方法，培养学生正确的绘画观察方法，使学生

拥有良好的绘画技巧和独立的艺术创作能力，提高艺术修养

并为顺利升入美术类高等院校奠定坚实的基础。

2．速写（612 学时）

速写是造型的基础，又是一门独立的绘画形式，速写与

素描是培养造型能力最为有效的一对羽翼，它们之间互为联

系又互为补充，有很多共同之处，又有微妙的差别。长期素

描培养细致的观察，分析，比较物象的能力和深入研究刻画



的能力。而速写则是培养灵魂的观察、感受能力和迅速扑捉

物象形神的能力。通过速写教学，使学生在有限的课时量中，

充分利用时间和现有条件，掌握速写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

基本技能，从而准确、深刻、生动的表现对象，把写生所得

应用到素描写生，默写及创作，提高艺术修养并为顺利升入

美术类高等院校奠定坚实的基础。

3．色彩（954 学时）

色彩是美术绘画专业学习的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基本上掌握色彩的基础理论知识,以及审美原理，

规律、表现方法，培养学生正确的观察方法，使学生具有较

完整和独立的创造能力，提高艺术修养并为顺利升入美术类

高等院校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 专业拓展课程

1．设计基础（90 学时）

图案设计课是美术绘画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设计基础

课，本课程以花卉图案设计为主要学习内容，讲述了观察与

写生，基本造型的设计，单独纹样的设计，二方连续图案的

设计，适合纹样的设计，四方连续图案设计等内容。在教学

过程中结合有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设计实践训练，使学生掌

握整个图案设计体系的设计方法与步骤，达到能够独立完成

图案设计的目的，为今后图案和实用相结合打下基础。

2．美术史（72 学时）

美术史是美术绘画专业学习的理论欣赏课，通过讲解中



西方美术发展史、了解中西方美术艺术发展脉络，引导学生

学习中西方美术常识，掌握世界各地各朝代美术特点面貌、

代表人物、作品艺术特色，建立正确的艺术观念，奠定个人

艺术理想。

六、教学时间安排及课时建议

（一）授课计划安排建议表（表二）

美术绘画专业授课计划安排建议表（表二）

课

程

类

别

序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按学年、学期教学进程安排

（周学时/教学周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1 2 3 4 5 6

18 18 18 18 18 20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必

修

课

程

1 语文 488 4 4 4 4 10

2 数学 488 4 4 4 4 10

3 英语 488 4 4 4 4 10

4 德育 376 3 3 3 3 8

5 历史 376 3 3 3 3 8

6 地理 376 3 3 3 3 8

7 体育与健康 92 1 1 1 1 1

小计（占总课时比例 51.1%） 2684 22 22 22 22 55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课

1 素描 954 6 6 6 6 29

2 速写 612 2 2 2 2 26

3 色彩 954 6 6 6 6 29

小计（占总课时比例 47.7%） 2520 14 14 14 14 84

社会综

合实践

活动或

专业拓

展课程

1 军训 18 1 周

2 入学教育 18 1 周

3 家校沟通 24 2 次 2 次 2次 2 次 2 次 2 次

4 风景写生 280 3 4 8

5 美术史 72 1 1 1 1

6 设计基础（图案） 90 1 1 1 1 1

小计（占总课时比例 1.2%） 502



课

程

类

别

序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按学年、学期教学进程安排

（周学时/教学周数）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1 2 3 4 5 6

18 18 18 18 18 20

总学时 5706

说明：

1．社会综合实践活动含军训、入学教育、家校沟通等。

2．专业拓展课程根据美术绘画专业的培养方向和目标，

为艺术高考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开设，所开课程为阶段性

上课。

（二）教学时间安排表（表三）

美术绘画专业教学时间安排表（表三）

教学（含理实一体教学及

专门化集中实训）

复习考试 机动 假期 全 年 周

数

一 36 4 1 11 52

二 36 4 1 11 52

三 20（上半年专业，下半年

文化强化）

2 1 1 24

七、教学实施建议

（一）教学计划

1、各学校依据本方案，制定实施性教学计划。各学校

在制定实施性教学计划时，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和学校办学

特色。教学计划中学生至少要选择一个专业方向的课程学习。

内

容

周

数
学

年



各课程课时，可视学生程度、师资队伍状况、社会需求及本

校实习实训设备情况酌量增减。

2、根据人才培养规格要求和本专业教学特点，可把公

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放在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完成，为了

适应高考考学动向，第三学年第一学期是专业强化时间，第

二学期是文化课强化时间。

3、学校在教学实施前，要组织任课教师进行教学设计，

明确课程实施的载体，制定课程实施的具体方案，细化考核

标准，确定评价方法。

(二)教学方法

1、依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教学要求、学生能力与教

学资源，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2、公共基础课可以采用讲授式教学、启发式教学、问

题探究式教学等方法，通过集体讲解、师生对话、小组讨论、

案例分析、竞赛活动等形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为专业

基础课和专业技能课的学习以及再教育打下基础。

3、专业基础课可以采用启发式教学、案例式教学、项

目式教学等方法，利用集体讲解、师生对话、小组讨论、案

例分析等形式，配合实物教学设备、多媒体教学课件、数字

化教学资源等手段，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比较抽象的原

理性知识，具备美术绘画的基础技能，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

定扎实的基础。

4、专业技能方向课可以采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

任务驱动式教学、项目式教学等方法组织教学，利用集体讲



解、小组讨论、案例分析、分组训练、综合实践等形式，配

合实物教学设备、多媒体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资源、仿真

模拟软件等手段，把最新的美术绘画方面的资料展现在学生

面前，提高教学效果。

5、选修课可以根据课程特点和学校特色，灵活采用各

种教学方法开展教学。

(三)教学评价

1、坚持事前评价与事后评价相结合、过程评价与结果

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主观评价与客观

评价相结合的多元化评价原则。

2、实行理论考试、实训考核与日常操行表现评价相结

合的评价方式，以利于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发展。

3、理论部分的考核可以采用课堂综合表现评价、作业

评价、学习效果课堂展示、综合笔试等多元评价方法。笔试

主要针对各部分的基本理论知识进行命题，建议所占比重不

超过三分之一。

4、要根据课程的特点，注重评价内容的整体性，既要

关注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技能的掌握和能力的提高，又要关

注学生养成规范操作、安全操作的良好习惯，以及爱护设备、

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意识与观念的形成。

(四)教材编选

1、以本地区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美术绘画专业的发展

为依据，引入所必需的理论知识，增加实践操作内容，强调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任务引领、理实一体、



工学交替的设计思想。

2、教材应图文并茂，表达必须精炼、准确、科学，内容

应体现先进性、通用性、实用性，要将本专业新技术、新工

艺、新设备及时纳入教材，使教材更贴近本专业的发展和实

际需要。

3、鼓励各学校开发和使用校本教材。

(五)教学设备

本教学指导方案配套有技能实训室设备配备标准，这是教

学计划实施的基本条件。学校根据本校实际，尽可能地按照

标准的要求配备相关资源，以确保教学计划的实施。

八、专业基础课主要课程与内容设置
以每学期 18周课时安排计划

时间 课程 课程 周次 内容设置

第一学年

第一学期

素描 9周 石膏几何体

1.单个几何体

球体、正方体、圆锥、圆柱、圆切、六棱体（六

棱柱、六棱锥）、长方体、方锥、多面体（十面

体、十二面体）、穿插（方锥穿插、圆锥穿插）

2.几何体组合

两个几何体组合（例：正方体、圆切）

三个几何体组合（例：正方体、球体、圆锥穿插）

多个几何体组合（例：方锥穿插、球体、多面体、

圆切、正方体）

6周 素描静物写生—造型、整体关系的练习

1.简单静物组合写生（例：一个罐子、三个苹果）

2.多个静物组合写生（例：罐子一个、白菜一颗、

盘子一个、胡萝卜两个、红果若干）



时间 课程 课程 周次 内容设置

第一学年

第一学期

速写 3周 单个人物动态速写的临摹与写生

1.了解速写、速写的目的、以及速写的工具材料、

笔法的运用

2.动态练习

正面站姿人物动态

侧面站姿人物动态

正面坐姿人物动态

侧面坐姿人物动态

时间 课程 课程 周次 内容设置

第一学年

第二学期

素描 10 周 1.素描静物

提高对构图、造型的要求，分系列逐步加深难度。

2.陶瓷、水果、衬布系列静物写生

3.陶瓷、蔬菜、衬布系列静物写生

4.文具、书籍系列静物写生

色彩 3周 色彩色调的临摹——以笔法练习与调色

练习为主

1.了解色彩构建原则

2.色调作品临摹

黄调作品临摹

红调作品临摹

紫调作品临摹

绿调作品临摹

蓝调作品临摹

3.对比色调的临摹

黄紫色调

红绿色调

蓝橙色调

4.了解色彩调性

色彩 3周 色彩风景临摹——以色彩与感受为主

印象派作品



色调临摹与写生

1. 暖色调（例：红色调、黄色调）

2. 冷色调（例：兰色调）

3. 局部（非单个物体的临摹）

速写 5周

单个人物动态慢写、速写写生

1.动态练习

正面站姿人物动态

侧面站姿人物动态

正面坐姿人物动态

侧面坐姿人物动态

蹲坐、盘坐人物动态

2.局部练习

衣纹组织

头、手、脚练习

3.画面节奏

时间 课程 课程 周次 内容设置

第二学年

第一学期

素描

7周 素描石膏像写生

1. 切面像 贝多芬切面

2.石膏五官 眼睛、鼻子、耳朵、嘴

3.简单石膏像

阿戈里巴、罗马青年、女青年、高尔基

2周 素描人头像临摹

正面男女青年、侧面男女青年

老年男女头像、中年男女头像

色彩

3周 色彩风景写生

1.不同时间与季节色彩变化的处理

2.构图与对色彩的归纳

3.取舍与易位的一般规律

6周 色彩静物简单组合临摹

画面的构成

1.横构图

2.竖构图

3.黑白灰构成

4.色彩构成

色彩静物简单组合写生



1. 水果类

2. 蔬菜类

3. 文具类

4.器皿类

速写
3周

人物组合的慢写与速写

1. 两个人物动态（例：一站一坐两个人物）

2. 3 个或三个以上人物动态（例：两人站一人坐

人物组合）

时间 课程 课程 周次 内容设置

第二学年

第二学期

素描 3周 石膏像写生

伏尔泰、海盗、维纳斯

6周 人头像写生

正面男女青年头像

正面男女中年头像

侧面男女青年头像

侧面男女中年头像

色彩 9周 色彩静物写生——中等难度

造型的加强 对画面中心的调整处理

1. 器皿、水果为主题的静物写生（例：重色陶

罐、果盘、香瓜的搭配）

2. 花卉水果为主题的静物写生（例：菊花、水

果、茶壶的搭配）

3. 以蔬菜为主题的静物写生（例：黑色陶罐与

蔬菜的搭配）

4. 文具类为主题的静物写生（例：水桶、颜料

等的搭配）

5. 其他类主题

速写 3周

1.场景速写

画室一角

校园一角

赶集场景

过节场景

2.人物动态速写默写

多角度不同动态速写默写（例：推自行车、扫地

等）



时间 课程 课程 周次 内容设置

第三学年第

一学期

素描 3周 素描静物默写

罐子水果系列

罐子蔬菜系列

玻璃器皿系列

文具系列

工具系列

花卉系列

素描 4周 人头像默写

正面女青年、中年、老年

四分之三侧女青年、中年、老年

正面男青年、中年、老年

四分之三侧男青年、中年、老年

全侧女青年、中年、老年

全侧男青年、中年、老年

加配饰的人物头像

素描 2周 半身像写生（选修）、男女青年半身像

男女中年半身像

色彩 4周 色彩静物写生 照片写生——画面气氛的营造

1. 水果类

2. 蔬菜类

3. 玻璃器皿类

4. 文具类

色彩 3周 色彩静物默写——熟练掌握色彩关系与塑造

1.水果类

2.蔬菜类

3.玻璃器皿类

4.文具类

色彩 2周 色彩人头像（选修）

1.色彩男青年头像

2.色彩男中年头像

3.色彩女青年头像

4.色彩女中年头像

速写 1.动态人物默写

(1)单个人物动态默写

(2)人物组合动态默写

2.场景速写

3. 命题速写

4. 创意速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