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明光市实验小学高级美术教师，查彩军在教
书育人的同时，不忘对艺术的孜孜追求。上个世纪的
80年代前后，他的艺术创作以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版
画创作为主，其版画作品，曾在全国以及各省市多次
展览。著名版画作品有：《小镇又一春》《又是一个春
天》《外婆的针线匾》等。

在以后长期的探索与学习中，查彩军老师逐步将
自己的艺术方向转变为中国当代水墨的创作。以精
神分析学作为自己的哲学依托，把对人的心理最深
层面的潜意识体现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的主体。在艺
术作品的创作中用抽象而超然的艺术形式，揭示了
人的最本质心理的不同层面；从而使人的潜意识的
躁动和深层的精神层面得以慰藉。在作品的绘画表
现形式上，结合了装饰艺术的形式美，作品在矛盾和
纠结的挣脱中，不但直观可见，其艺术作品摆脱了中
国水墨传统模式的束缚，呈现了丰富而深邃的艺术意
境，形成了自己另类而独特的中国当代水墨的风格。
作品深受日本及东南亚等国家友人的青睐，并被中
国艺术文化网、中国艺术家官网香港书画网等众多
单位和个人收藏。

查彩军早在80年代就加入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安
徽省工艺美术学会，以“查觉”“野朗”为艺名将绘画之
作发表于国内外报刊、网站。如今退休了，他有了更
多的时间去创作。他钟情家乡的山水，常一人或约上
好友一同去写生。当他登上柳巷境内浮山，观望淮河
和美丽乡村的无限风光，即兴创作的是《淮河之春》。

为了拓宽视野，他还到四川等地旅游，饱览祖国的大
好山河，通过旅游感受自然美，从大自然中获取绘画
创作灵感。为加强记忆，他特地拍摄了大量影像资
料，为后期绘画创作服务。

绘画艺术之路永无止境，唯有不断学习进取。近
年来，查彩军老师又尝试创作意念绘画，通过浓墨淡
彩及点线面的结合勾勒出神奇的画面，作品虽抽象，
但更能表现人的情感，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 用丰富深邃的艺术意境展现当代水墨画之美 ■

春风化雨 墨洒青山
——明光市实验小学退休美术教师查彩军

教学经历及其画作赏析
□张子国/文

查彩军，1959年出生于明光，自幼勤奋好学，对绘
画情有独钟，1978年，他如愿以偿考进滁州师范美术
班，他立志做一名优秀的美术教师。为了提高技艺，
之后他又到南京艺术学院深造，1997年从南京艺术学
院中国画专业毕业。

怀着对家乡的热爱，1980年到明光市实验小学任
教。社会上人常说，小学美术老师教学工作轻松，上
课时“随便画画，带着孩子玩玩就了事了。”查彩军虽
然是美术老师，但他深知“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他
认真进行教学备课、做笔记，还翻阅了中外美术教育
史料，来提高对美术教育本质的理解。

查彩军认为，一名美术教师必须是一位合格的画
家，才能真正驾驭儿童美术教学，不仅仅是培养学生
一般的绘画技能，更重要是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
他常利用课余时间坚持美术创作，外出写生，并给教
育刊物等积极投稿，作品深受编辑们的喜欢，发表后，
更坚定了他对美术创作的信心。在教学中，依据儿童
的生理特点及比较好动的行为方式，开发了一系列美
术课程，如“儿童随意画”美术校本课程，即根据孩子
年龄年级特征，在上美术课时分类进行绘画训练，对

低年级学生在数字认识上，用数字在画中表现；对四、
五年级的孩子，结合分数关系，解读几何，增加切割、
组合画法，培养孩子创造思维，树立立体思维。在课
堂上，还尝试“几何形体的切割与组合”让孩子进行自
由美术创作，将开发的校本美术课程运用于实际美术
教学，深受学生的喜爱和学校、家长的肯定。

同时，他还采取课内外相结合的辅导方式，因势
利导，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的综合知识进行绘画训练，
创作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作品，其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他的美术教学在有法和无法之间，自然生动
有趣，能准确抓住学生的内在心理，来激发学生的绘
画兴趣，启发学生思考和想象，更大程度地发挥学生
绘画创作潜能。

查彩军老师辅导的学生美术作品，曾多次参加国
家和省级中小学生美术作品展和比赛，并获得金银
铜牌奖。还有部分学生美术作品被选送到美国和澳
大利亚参加文化交流展览。《中国教育》《中国美术教
育》《安徽教育文汇》《安徽小学生导读》曾专题报道
过“安徽省明光市实验小学学生美术作品”，获得社
会的好评。

■“随意画”教学方式得到学校和家长一致好评 ■

初冬时节，笔者慕名来到明光

市金达路上的嘉山公馆小区，拜访

了明光市实验小学退休高级美术教

师查彩军，在他家中的书房里，欣赏

了他刚刚完成的《大山巍巍醉秋

色》、一沓沓荣誉证书、一个个奖杯，

以及了解到他教过的学生所取得的

成绩、现如今工作单位、生活环境，

从他在教学中独到的教学方法和做

法中深深感受到他的专业精神和奉

献精神，春风化雨，教书育人，为国

家培养有用之才；他在教学的同时，

潜心研究中国当代水墨绘画技法，

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作品门

类，令人敬佩。

▲正在创作中的查彩军

▼

连
年
有
鱼

▼

月
光
如
水
，风
景
稀
依

▼

秋
韵

▲帆影幽居图

▲春天

▲春

▲秦淮人家

2023年12月15日 星期五
3

本报地址：
滁州市会峰大厦（会峰西路555号）

邮政编码：239000

电话：总编室：2182810 新闻编辑部：2182867（邮箱：czrbxwb@163.com） 专刊副刊部：2182835 时政新闻部：2182120 民生新闻部：2182806 经济新闻部：2182125 视觉影像部：2182825（邮箱：czbsyb@126.com）
新媒体部：2182130（邮箱：czrbxmt@126.com） 群工发行部：2182830 办公室：3025757 校对出版部：2182138 新闻研究室：2182809 广告中心：2175666 15755009999 广告许可证：皖滁工商广字002号 法律顾问：李家顺

全年订价：398元
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刷

徐
宜
超

国
画
作
品
选
登

▼

盼

▼

好
奇

▼

小
裁
判

马洪篆刻

▲春在千门万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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