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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文教育是美术教育的基础，人文方面修养对艺术传达中实现气韵生动的意义十分重要，要提高美术欣赏力也必须提高人文素

质。由现行美术教育存在的弊端来看，新世纪我应该加强人文教育，促进美术教育改革。新世纪的美术教育应该本着对学生负责，对社会

负责的态度，面向全体学生，实现全面综合的美术教育。美术教育应完整反映美术学科的全面功能，方能体现美术教育的人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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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越进步，人类征服与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强，人们对一种能够从更高的角度，呼唤科技应用合乎人道、合乎理想目的的指导思想、

道德规范、价值准则的呼声也就越迫切。这种思想、规范、准则决不是科学技术和科学教育本身所固有，它必须由超越科技本身的人文文

化和人文教育来提供。 

社会进步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产与人们行为方式的变革，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新要求，人们对情感疏导、心灵慰藉、精神境界升华的渴

望，对指导现代生活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重建等，都是急待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而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人文精

神和人文教育。www.dolcn.com 

一、人文教育是美术教育的基础 

美术教育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美术教育对学生进行的审美教育是使受教育者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成为心

理结构完善发展的人，审美的人，成为与自然、社会和谐统一、协调前进的人，即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的人”。在中小学里，美术教

育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美术对青少年的全面、健康成长具有积极的意义。美术不仅能表达感情，使人的创造性冲动得以最大施展，而

且能提高学生的洞察力、理解力、表现力、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因此美术教育不能只培养学生美术技能，美术教育应是全面的和综合性的。美国所提倡的DBAE教学模式即是注重修养的多学科、综合性的

美术教育。DBAE的理论构思就是使人们能接触、体验若干学科领域的知识并掌握其知识内容。其中最基础的四个学科为：美术创作、美术

评论、美术史和美学，就用这四个学科领域进行美术教育会有助于人的美术创作，有助于理解欣赏，美术作品、理解美术家及其艺术作品

的创作过程，以及了解美术在社会及文化中的角色和作用。对专业美术培训来讲，我国历代均重视人文素质与美术技能的关系，当代美术

教育不能只注重专业技法培训而忽略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专业美术教育必须与较高的人文修养结合，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显示出

其价值。单纯地玩弄技巧，作品往往因为情感的贫乏或意境的空洞而显得毫无生气。美术创作是必先立意而后立形。绘画上的立形，又不

是单纯的技巧问题，画家每当对现实事物有了某种理解，某种激情，产生“构思布意”的要求与活动时，立形就担负着极为重大的使命，

即在立意的前提下，充分地解决 “怎样画”等等一系列问题，并有所创造。如果缺乏人文修养，就无法很好地塑造形象，既使勉强为

之，也会“形”不达意，达不到气韵生动的理想之境。清·沈宗骞谓：“笔格高下，亦如人品，故凡记载所传，其卓乎昭著者，代惟数人，

盖乎几千百人中始得此数人身。苟非品格之超绝，何能独伤心于后耶？夫求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虚，二曰善读书以明理

境，三曰却早誉以几远到，四曰亲风雅以正体裁。具此四者，格不求高而自高矣”。道出了读书的必要性，学习人文知识的重要性。这是

直接影响到笔格高下的内在原因，故此才可说 “笔墨虽出于手、实根于心”，“心”就是品质、修养。先天人品不足，当必以读书佐

之，然后方可言画品，人品高学问深，下笔自然气韵生发，画境自然超乎凡众。 

明清文人画里的“书卷气”即是人文素质在绘画中的典型表现，这种有很高修养的“雅正之气”正是在人文素质的基础上体现的“秀润”

之美，一种典雅平和的灵性所生发出来的效果。盛大士谓：“古人读书破万卷，下笔有神，谓之诗有别肠，非关学问，可乎？若夫挥毫弄

墨，遐想云思，兴会标举，真宰上诉，则似有妙悟焉。然其所以悟者，亦因书卷气之味，沉浸于胸中，偶然一操翰，汩乎其来，沛然而莫

可御。不论诗文书画，望而知为读书人手笔，若胸无根底，而徒得其迹象，虽悟而犹未悟也”。读书人所画望而知之，就在从作品的格调

中生发出强烈的书卷意昧，而 “士人画”与 “画工画”区别的标志即在于有无 “书卷气”，此“书卷气”的获得在于通过学习使其精

神品格陶养到超拔尘俗的境界。可见人文方面修养对艺术传达中实现气韵生动的效果十分重要。www.dolcn.com 

二、要捉高美术欣赏能力必须提高人文素质 

培养学生对作品的欣赏能力，也需要具有人文素养。“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一样，是人类高级的、复杂的、特殊的精神活动。通过艺术创

造意识对自然现实的直接反映或间接折射，人类在一个不断发现美和不断创造美的精神活动过程中，认识自身、寻求自身的价值，并在肯

定自身存在价值的过程中，实现其本质价值”。艺术欣赏的心理过程为审美感觉、审美理知、审美心象、心境共鸣四个阶段，人们欣赏作

品时虽然第一印象极为重要，但这种审美感觉毕竟只是及于对象表层的心理活动，当欣赏者不满足于表象的感觉，要求进一步了解探知作

品时，就必须依靠其人文修养和素质，才能很好地探索作品呈现的物化意象，从而获得对作品内层意蕴的领悟和随之而来的审美愉悦，才

有可能实现对人类高度智慧的结晶——艺术文化产品的欣赏。再进一步超越感觉和理知，要求欣赏者借助再创造的想象力，联想力和感情

移入，就可以达到审美主体的心境和审美客体的艺术意象相统一、相复合的心象。审美心象的形成是艺术欣赏活动进入审美高潮的重要标

志，例如敦煌莫高窟表现佛本生故事的壁画，是说释迦牟尼成佛前历经的各种磨劫。其中《割肉贸鸽》叙述一只被鹰追逐的小鸽，逃到佛

身——尸毗王怀中求救，尸毗王愿用自己的血肉喂鹰，换取鸽子的一息生命。但血肉割尽，直到全力投身到秤盘上也还抵不上小鸽的重

量，于是大地震动，一切复归原状。这可怕的梦恹原来是神祗的试探。壁画中佛身——尸毗王安祥地盘腿而坐，一手举在胸前，另一手托

着小鸽。身旁是刽子手，周围众多人物，或悲叹、或哀伤、或同情、或恐惧。空中舞荡着飞天的飘带，如和声伴奏，衬托着这庄严而具有

悲剧性的主题。宗教的苦难，肉体的酷刑，深重阴郁的画面，寓含在如此强烈动荡的形式中。尽管佛教天国对宗教信仰的煽动力量，在现

代观赏者的心目中已不复存在，而画面本身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却为欣赏者创造出与壁画意象具有某种重合性的审美的心象。欣赏者没有

一定的人文素质修养，又怎么能从中体味人间的悲惨世界，或参悟人生的苦难，或唤起某种痛苦而崇高的献身精神，或向往一种超凡的博

大仁慈的胸怀。 

所以，北大推行艺术教育，并把艺术教育看成是处于教育神经中枢中的最敏感部位，在贯通理智、情感和辐射各门学科的地位举足轻重。



并把面向全体学生的艺术教育作为人文教育的中坚。这种艺术教育方式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都是行之有效的，它是把单纯的美术技法教学

同艺术史美学、艺术评价等诸多人文学科相结合的综合性的全新艺术教育，是一种，“张扬艺术化生存”的教育，这种生存方式，是一种

全面的和整体的生存方式，不仅需要知识和技术，还需要更成熟的人类情感。从现代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看，人类必须通过这种艺术，在

技术发展遭遇的暗礁中踏出一条回归自己的路。对学生来讲，这种艺术教育不仅能帮助学生艺术地感觉，还能帮助他们科学地思考。艺术

以其生动的表现形式陶冶学生的感情，科学以其严密的逻辑和知识丰富他们的才智。经过这种艺术学熏陶的学生，必将具有更高的精神境

界，更开阔的胸怀和眼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更富有活动和魅力的人格，更富有进取精神。这将是新世纪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 

三、现行美术教育存在的弊端 

国家教委1989公布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92年，国家教委又颁布新的教学大纲规定美术教育是“对学生进行美育的重要途

径，它对于陶冶情操，启迪智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人文教育几乎没有体现，大纲的精神并未

全面落实。成人化、专业化的模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成人化、专业化的教育模式是一种“由技入道”的模式，最理想状态就像庄子说的

那个游刃有余的屠夫。但这条路充满陷阱，弄不好就会成为匠人。所谓匠人，就是只有技法，而无思想，更谈不上创造性，这种人注定永

远沿着别人的路走(本国或外国的)。或永远在某种外力的牵引下行动。我国现行美术教育，教学中较多地考虑了“双基”，多数教学还较

重视从概念，原理出发灌输知识，技能。内容和方法都脱离儿童认知实际，脱离儿童的兴趣和生活，使学生对美术课不感兴趣，而且随着

年级的增高，其对美术学愈加淡漠。 

现行美术教材试图将美术诸门类及其科目部编进去，可谓是美术学院专业基础压缩的汇总，面铺得十分宽泛，内容跳动幅度太大，变换的

内容截然相异。其优点是对学生不断有新内容的刺激，有利于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望。其缺点是知识缺乏连贯性、系统性。不断变换

新知识新工具与操作内容，使学生对哪一类的内容都是蜻蜓点水，无复习巩固时间，连认知尚未做到，对工具的性能尚未熟悉技法更不能

转化为技能。学生不掌握技能尝不到进步的愉悦和成功的快感，更达不到对某一类别创作的深层的审美体验，审美眼力也难于提高。学生

在对不断变换工具的教学准备而烦恼时，还对教材严谨的理论表述不理解，如同读天书。有理论为先导而无技能训练过程，学生进行创作

时体验到的是困难，加上课时的制约，使得中小学生的作业大多粗制滥造。粗糙的结果不仅不利于学生技术意识的形成，不利于审美眼力

的提高，还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风。 

四、加强人文教育，促进美术教育改革 

新世纪的美术教育应该本着对学生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面向全体学生，实现全面综合的美术教育。美术教育应完整反映美术学科的

全面功能，方能体现美术教育的人文特征。 

首先，美术教育要培养学生在生活中感受、思考和发现的基础上来体验创作乐趣。美术作品是表现人类对世界的思考和看法，画家必须首

先学会从生活中感受、思考和发现，才能在创作运用多种媒材和造型语言表达出来。 

其次，美术教育要提高审美文化素养。美术教育要在学生生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学生心灵与经验的交互作用，认识了解中外传统文化及

世界多元文化，认识美术与文化的关系和作用，拓展文化艺术视野，从而提高学生人文素质修养。 

第三，美术教育要培养学生艺术评价能力，促进人格健康成长。美术教育加强学生的艺术评价能力培养，能提高学生的艺术意识，还能培

养学生的审美敏感性，最终帮助学生通过艺术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艺术评价还可以形成学生自己的评价标准，使学生

对生活充满热望，并发展其感受力和思维力，学习在探索中求知，自己去澄清和判断和价值，获得成就感，从而在知、情、意诸方面得到

全面发展。www.dolcn.com 

只有通过全面的美术学习，学生才能形成应有的态度、价值观、知识和能力，为他们终生发展奠定好素质基础。即生存基础、做人的基

础、做事的基础和终生学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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