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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许嘉璐副委员长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观点，有专家提出：摄影教学要走出狭隘的专业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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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摄影报》讯  今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指

出：高校改革和发展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涉及到理论问题，鉴于大学在整个国民教育系统和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

地位，应该有一个超越大学、甚至超越教育范围的讨论。与会教育工作者也对方兴未艾的摄影专业热进行反思，提

出：摄影教学要走出狭隘的专业局限，成为提高学生素质的有力手段，使高校摄影文化建设与摄影专业教育兼容并

蓄，让大学成为“全民摄影”的新阵地。 

 改革开放以来，各高等院校纷纷开设摄影专业，课程设置由基本技术逐渐发展为包括摄影技术、摄影艺术和素质修养

等相对丰富的课程，社会对各类摄影人才的需求也十分迫切。但有专家认为，正是社会的大量需求对高校摄影专业毕

业生的能力提出考验，使中国摄影教育长久以来潜藏的弊端和缺陷一时间暴露无遗：我国摄影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尴尬处境——缺乏有实力的师资，缺乏宏观与系统的教育走向指导。 

 据记者了解，开设摄影专业课的高校存在一些“怪”现象：有相当一部分进入摄影专业的学生不仅不爱好摄影，反而

花大量时间学习英语报考研究生，另一部分不是摄影专业的学生却喜欢并潜心钻研摄影；另一方面，摄影教与学、学

与用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课程设置与需求脱节的矛盾。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殷强就摄影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在这次研讨会上作了《社会发展与高教办学中若干

问题的思考》的发言。 

 殷强在发言中提出，目前包括摄影专业在内的大多数专业课程设置是“以课程为本”，不是“以学生为本”。高校间

没有竞争，造成传统专业设置过度重复、饱和，新兴专业的地位和功能未能凸显；与摄影相关的新技术和各领域知识

远未得到及时充实；师资总量不足，队伍结构不合理，科研后劲不足。没有专业核心刊物和规范的学术评价机制，一

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摄影专业师生学术理论研究的失衡。他强调，应广泛开展学术交流与探讨，倡导理论研究与技术科

学并重的学风。 

  部分摄影教育工作者认为，摄影教育改革是一项需要巨大投入、任重道远的大工程，在新形势下遇到了巨大的挑

战，但是社会已经提供了越来越有利于高校摄影教学改革和发展的条件，摄影教育工作者具有直接、广泛接触摄影爱

好者的优势，理应在上好专业课的同时，在大学中普及摄影教育，自觉地把摄影纳入到宏观教学计划中来。 

  社会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随着照相机等摄影器材的进一步普及，通过观赏或拍摄照片，提高自身

修养，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认同和接受。今年5月，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邵华向母校北京大学捐赠自己创作的画册

和书籍，并在校园里举办舞蹈艺术摄影展，观展学生如潮。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认为，摄影展对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非常有益，希望有更多的此类活动在校园举行。可见摄影在高校校园里的阵地是多么广阔。 

  无独有偶，9月25日，2004全国高校摄影艺术汇展将在成都拉开大幕，从汇展组织者目前收到的作品来看，摄影专业

实力雄厚的院校和依靠社团发展起来的校园摄影“民间组织”不相上下，有的摄影“科班学生”作品甚至不如“业余

爱好者”。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高校摄影学会、协会是活跃在校园同时又密切联系社会的团体，可通过开展各种

摄影活动，促使摄影成为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校园孕育着的强大新生摄影力量，是摄影教育工作者不

应忽视的。摄影教育不应仅仅停留在对本专业学生的培养上，更应为校园创造更多接触摄影、体味摄影艺术的机会，

营造促进专业学习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校园文化氛围，是摄影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参加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研讨会的专家认为，在大学有趋同倾向的今天，强调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是必须的。

普及摄影教育，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使学生关注生活，热爱生活。摄影教育也是培养学生动手能

力和观察社会、深入社会、投身社会、改造社会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来研讨教育综合改革的研讨会，摄影倒成了中心

议题。 

 中国摄影家协会在2004年全国摄影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摄影教育队伍建设”，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于健也在会议上提到，各级各类摄影家组织都要以人为本，搞好服务，进一步增强向心力、凝聚力、社会影响

力。 



据此，殷强提出，高校摄影教育工作者是一个特殊的摄影团体，摄影在这里不是单一的元素，而是一门教学语言，是

与文化教育紧密结合，启发学生思维、开阔社会视角、指引人生定位的渠道。高校摄影教育体制应与时俱进，在教育

法框架内的自主性需进一步提高，探索产、学、研互动的教育模式。首先要大力发展大学实验室。大学实验室是高校

学生实践专业能力，继而迈向社会的关键步骤，也是高校与社会实现双向选择的有效途径。目前，相当数量大学的大

量实验课内容，还停留在对已知结果反复再验证的较低层次的实验阶段，有些甚至是高中阶段的常识性实验内容，这

些严重滞后的内容极大阻碍了新的实验技术方法的进入和应用，占用和约束了教学对启发学生大胆思维、勇于创新的

探索性实验的时间和空间。其次要建立高校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对教学质量进行全面质量管理过程监控，随着实践的

深入而使摄影教学成为吸纳知识、提升自我的最有效途径，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改革与发展高校摄影教育，离不开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摄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国外大学的办学理

念和管理模式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日前在南京结束的中外摄影教育交流活动，让更多摄影人深刻认识到高校摄影教

育面向世界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国内的摄影院校之间，也需要通过合作交流取长补短，实现资源优势整合。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成立的摄影教育专业委员会，60％以上的会员是全国400余所高校摄影教学一线的骨干教师；该委员会开办的

《中国摄影教育杂志（网络版）》（www.cpedu.com.cn），提供了资源丰富的摄影教育交流空间和学术论坛，也将成

为大学“全民摄影”的网上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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