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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年前，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开设了一门美术基础课程，每周3学
时，一学期共60学时。
当时，就产生了编写一本数字艺术专业美术基础课程教材的想法。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数字艺术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国内许多大学也纷纷开设了数字媒体、数字艺术
、新媒体艺术等专业，数字艺术成为了风靡一时的新兴专业。
而我在实际教学中，却感受到专业发展和实际教学的差距，由此也产生了种种困惑和忧虑。
由于数字艺术专业的“新”和“交叉”性，目前，数字艺术学科缺乏系统规划，现行的教学工作几乎
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惑是“基础”与“专业”的关系问题，即在数字艺术本科教学中，美术基础应占
据怎样的地位，在教学中应该侧重技巧还是侧重观念，抑或兼而有之等，类似问题常常在设计课程和
实际教学中碰到。
在北师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数字艺术专业的学生入学时美术基础并不一致，程度有高有低。
个别学生具有很好的美术基础，也有一些学生基本没有接受过相关的美术专业的训练。
但数字艺术专业的后续课程中，无论是动画设计还是动漫制作，都需要相当好的美术基础，无疑，让
学生利用一个学期的课程来打好美术基础是十分重要的。
实际问题促使我反思数字美术基础课程教学的重心应当放在哪个环节更好。
在进行了2-3个学期的教学后，我逐渐认识到，学生们真正需要的也许是更宽泛的“视觉艺术素养”，
而不仅仅是能够画些卡通线描。
大学是培养专业人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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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数字美术基础课程做了全面的介绍，对数字美术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详细归纳，对数字美术课程
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明确的描述，详细地介绍了传统造型艺术与现代技术的结合以及传统文化在新时代
的存在方式，贴合人类心理要求而创造的新的视觉经验??动漫。
并列举了数码美术与其他视觉艺术诸如：绘画、摄影、建筑、雕塑、影视等的关系，对数码美术课程
的学习方法、学习模块：理解、分析、表现、应用、人文探索进行了解析。
使学生通过学习，可以了解数码造型艺术的主要结构和形式方面的基本构成因素，但不对门类做过多
的和过细的介绍，通过理论分析：经典的作品与形式分析的结合；综合表现：通过具体的实践练习和
作业，体验表现形式和基本技巧；实践应用：通过应用作业和练习，在独立的构思与创造中领会重要
理念；人文探索：延伸阅读和人文调查。
将所学的知识放到更加广阔的人文背景中进行考察等教学环节学习数字美术课程。
并对如何安排教学、分配课时、如何评价课程、如何将学习者的个性和兴趣与教材结合、如何运用数
码和信息手段自主学习、如何处理技巧练习与理论学习之关系等教学过程也做了详细地描述。
本书可以作为艺术院校和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以作为研究数字媒体艺术人员、从事美术、广告制
作等各类人员以及对数字美术感兴趣的人员的基本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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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1.1 课程导引要点1：视觉与美术素养对数字艺术和创意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睁开眼睛，看
到一个景象，这就是最普通的视觉图像。
光照射到世界万物，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反射和折射，映射到人的眼中，让人们看到外界物体的形状、
材质，感受到透明或不透明的特性，发现大小、比例、色彩、质感、形状、空间、线条、体块，在心
中唤起节奏、韵律以及各类对比，并能影响到人们的情绪、情感，引发身体和心灵上的回应。
有时候，在某个特殊的时刻，人的心灵与感官还仿佛超越一般功利性的要求，感悟到某种真切的美感
，使我们的身心与艺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那一瞬间，世界可以是如此的完美，即使我们知道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如意，心里泛起的还是对于自然
的赞美，对于万物的感叹，这正是艺术的伟大之处。
数字美术基础，是数字艺术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所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是未来技术应用和专业研究的
基础。
尽管涉及的课题是学科专业性很强的，但学习过程中却是用艺术的理念去感悟的，用艺术创造去赞美
（或者体味、批评、嘲讽）自己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用艺术的手段去体察、感悟生命
存在的本质。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无论现在或将来，无论我们似乎被动地“看到”一个视觉图像，还是主动地
“发现”一个视觉图像，或者凭空“创造”一个视觉图像，我们的态度和理想总是贯穿始终的，人总
是看到“想”看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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