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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
行））的通知》（教体艺[200512号），2007年又印发了《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
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高[2007]1号），但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的教学
改革仍进展缓慢。
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的教学改革之难其原因何在？
我们认为与以下三个方面关系甚密：第一，固守原有教学模式，对课程改革意义认识不足是普通高等
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改革的关键问题。
教育部教体艺12005]2号文件，对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作了明确的定
位，即“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学校美术教育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具备初步美术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的合格的基础教育美术教师和社会美术
教育工作者”。
由此可见，高等院校的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要始终把服务基础美术教育作为办学的宗旨，充分考
虑基础美术教育领域的需求，以此作为专业建设与定位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努力夯实本专业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
第二，普通高等学校美术专业教师不能适应课程改革的要求，是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
科专业改革的屏障。
目前，普通高校美术院系的教师大多来自专业美术学院或曾受专业美术学院模式影响的师范大学，他
们有较强的美术创作能力，但缺乏对基础美术教育的了解，缺乏适应新课程标准的教学知识准备。
第三，缺少与“指导方案”相匹配的教材，是制约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改革发
展的瓶颈。
专业建设关键是课程设置，而课程设置的基本要素在于教材的建设，自教育部下达《关于（全国普通
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教体艺[2005]2号）后
，尽管有部分院校进行了一些课程改革的尝试，但是在教学中只能依托东拼西凑的教材或无教材可循
，大大降低了教学效能。
为了推动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的改革，我们联系了几所勇于改革的高校和一部
分勇于挑战的教师，编写了这套《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课程教材》。
本套教材以基础美术教育为纽带，在适应和贴近基础美术教育改革的前提下，对教材内容进行选择，
对教材的体例进行了大胆创新，采用了单元提示、案例导入、学习内容、延伸与拓展、单元小结的结
构形式。
学习内容分技能、理论两类课程展开，技能类包括兴趣激发、尝试练习、原理呈现、实践领会，理论
类包括兴趣激发、引发讨论、知识呈现、思维拓展。
在延伸与拓展中有知识点击、思考练习、学习研究、相关文献，旨在拓展知识，启发学生的思维。
本套教材的推出，属一家之言，难免出现错误，还望老师和同学们多提宝贵意见，如果本套教材有助
于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的改革，便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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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透视学是美术专业的一门基本技法理论，是绘画和艺术设计的基础之一。
本书从透视的分类、透视的产生以及透视学的发展历史入手，一步步深入浅出地探究直线形体透视、
曲线形体透视、阴影及反影透视、散点透视等各种透视的产生规律、作图方法、所产生的艺术效果，
以及在绘厩、艺术设计、动漫等视觉艺术中的具体运用和操作，从而揭乐出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
之间的透视空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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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猛，1991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现为湘南学院美术系中国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湖南省
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花鸟画家协会会员。
赵正明，从事美术教育二十多年，作品在省市多次展出并获奖，现为湖南省邵阳学院美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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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透视学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产物。
面对纯自然的景物，人类共有的视觉经验很难从感性思考上升到理性认识，只有当人类创造了丰富的
物质文明，如建筑、生活生产工具等产品后，才完成对物质空间认识的飞跃。
透视学是历代画家对视觉空间不断探索的结果，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绘画和建筑艺术实践密不可分。
在西方，对透视的研究始发于希腊和罗马，此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透视学理论，仍处在一个非常感性
的认识阶段。
但人们一直没有放弃对客观物体视觉空间规律的探索，因为人们特别是画家们总想通过画笔准确地描
绘自然景观或使他们创作的作品具有真实的物理空间，满足人们欣赏的需求。
然而他们一直没有找到解读透视规律的切入点，而这切入点却正是与绘画艺术相去甚远甚至相反的门
类——科学。
文艺复兴的出现终于使中世纪的人们看到了文明与科学的曙光，迎来了人类思想的自由与解放。
人类对科学的不断探求使透视学得以飞速发展。
14世纪下半期至16世纪末（相当于我国元代至明代末期），发源于当时西方工商业最发达的意大利的
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彻底动摇千年封建经济基础的运动，也是一场彻底铲除封建残余和迷信思想的
运动，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飞跃，是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开端。
文艺复兴运动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主张个性解放，孕育了近代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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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透视既是一种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也是一种空间和构图形式，同时又是一种审美形式，是形式美的
重要因素，是突出主题内容、深化意境有力的表现方法。
西方透视注重科学性，即客观性、真实性，属焦点透视，往往表现为写实性。
而中国画对透视的理解注重浪漫化，即主观性、灵活性，属散点透视，往往表现为写意性。
同时中国画对于透视的认识与运用已成为中国画审美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透视的作用早已远远超出了绘画的范畴，在艺术设计、艺术创作领域有着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特别
是在数字化领域，透视有着更新的应用方向。
这正是本书编写的目的之一。
己丑夏月，烈日炎炎，挥汗如雨。
历经分编、统编，一审、再审等多次修改，《透视学》一书终于完稿，顿觉神清气爽，有一丝凉意。
终究近一年的时间不长也不短，一班人马在网络上往来穿梭、频繁交流，真正地要感谢这个数字时代
，退回到十多年前这将是个非常复杂繁重的事儿，难以想象。
轻松过后又生出许多不安来，虽然本书在原版的基础上多有改动、更新和充实，力争与时俱进，贴紧
当前透视学学科的发展趋向，但是否能得到广泛认同，还有待检·验，在此恳请广大读者、同行提出
宝贵的意见。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同类教材和资料，对其作者及出版社一并感谢！
但愿夏天过后是一个丰硕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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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透视学》是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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