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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传统观念 主动创新教学
!!!现代装饰艺术教学的探索$

%周晓珠#"重庆邮电学院#重庆!"""#$$

##现代装饰艺术就是运用装饰性的符号和手法!融汇 艺

术设计的多种 途 径 而 形 成 的 综 合 性 的 造 型 艺 术 形 式"它

讲究自身的表 现 形 式!强 调 创 新"因 此!现 代 装 饰 艺 术 教

学应该关注的首先是装饰艺术实践的各种理念#事 例"教

学的目的不是传授简单的技术和既定的理论知识!而是 强

调装饰艺术实践的各种理念!列举#分析不同的实 践 事 例!
改变学生的思维 并 开 阔 其 眼 界!激 发 学 生 的 创 新 意 识!进

而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笔者针对这个问题!结合 教 学 实

践着重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

##一!创新现代装饰艺术 教 学 观 念"提 倡

非教条的表现空间

##现代装饰艺术教学!应该引导学生从多角度看问题 和

分析问题!学会从新的视角#用新的观点去剖析问 题!从 而

突破传统的形式原理框架"
教师在教学中 可 以 先 对 符 合 某 一 形 式 原 理 和 方 法 的

装饰艺术作品进行讲解分析!待学生熟悉和掌握了这些 形

式原理和操作方法之后!有意识地列举与这些作品形式 原

理相冲突#对立 的 其 它 反 例 作 品"通 过 对 作 品 的 列 举#对

比分析和讲解!使学生从对固有的形式原理的信任和满 足

中清醒过来!转换 传 统 的 一 劳 永 逸 的 和 定 式 的 思 维 方 式!
引导和激发他们去主动探寻新的表现形式"

抛弃常规习俗!接受从我们亲身体验中获得信 息 的 新

观念!这对于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富有个性的创造力 是

十分重要的"在课堂上进行非教条主义的思维训 练!如 自

然形态的写生变 换!具 体 形 态 与 抽 象 形 态 的 组 合 训 练!自

由时空的组 合 训 练!以 及 多 种 因 素 组 合 起 来 的 综 合 训 练

等"训练的目的是 让 学 生 通 过 对 现 实 形 态 的 解 析 与 空 间

关系的穿插组合!为寻求新形态的构成找到切入 点"这 不

仅使学生摆脱了纯粹传统的构成形式原理!并且深化了 学

生新的思维理念!实 践 了 多 元 化 的 表 现 形 式!从 而 获 得 新

见识#新创意#新发现!产生新的思路"使学生 认 识 到 现 代

装饰艺术不是必 须 在 现 有 的 传 统 构 成 形 式 原 理 的 框 架 中

进行的!而是可以 突 破 一 些 常 规!探 索 发 现 各 种 适 合 于 现

代装饰艺术的表 现 形 式 及 艺 术 手 段!敢 于 大 胆 否 定!并 尝

试现代艺术的不同表现形式"
在教学中!教师指导学生创作时!应切忌 主 观!千 万 不

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学生的创作当中!教师在这里只 能

是一个讲解图形的导游者!要循循诱导学生并通过师生 之

间的和谐交流!使 学 生 辩 证 地 理 解 其 形 式 规 律!尽 可 能 地

让学生把自己 独 特 的 见 解 融 汇 于 作 品 的 表 现 之 中"只 有

营造了这样一个教学氛围!才会有我们对以往传统教学 观

念和经验的切实 转 变!才 会 有 新 的 戏 剧 性 的 表 现 形 式!才

会有更多的奇思异想和新的装饰艺术作品产生"

##二!注重教学的实践性 和 创 造 性"避 免

随意性

##善于引导#鼓 励 并 充 分 调 动 学 生 的 积 极 性 和 主 动 性!
重视学生的独创性与实践性!这是开发创造性思维的重 要

途径"教师既是一个知识和思想的传授者!也是一 个 教 学

课题策略的制定者!更是带领学生在整个教学进程中探 索

新的创作思维的引路人"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教育培养创新人才!打破固 定 的 课

堂教学模式!把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扩大到画室之外的多 媒

体教室等!这是注重现代装饰艺术教学的实践性和创造 性

的关键"在设置训练课题时!教师应尽力结合实际 向 学 生

提供实践性的创 造 思 维 训 练 活 动!带 领 学 生 走 出 课 堂!向

大自然学习!指导 学 生 从 现 实 生 活 中 收 集 素 材!从 不 同 的

角度去剖析自然形态中的多样性!然后根据自己主观需 要

采取个性化的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段!以非同寻常的理念 和

方式把它们拼合起来组合成具有创意性的装饰图形!而 这

一过程就是图形 符 号 形 成 的 过 程!是 美 感 创 造 的 过 程!是

自由思维选择 的 过 程"学 生 还 可 以 将 这 些 意 象 性 的 装 饰

图形符号反常规#反 套 路#反 习 惯 地 通 过 想 象 与 联 想 找 到

一种新的联系方式!然后经过汇集转换!重构#重组 后 创 造

出一幅视觉美感较好的图形世界!从而激发学生的创作 灵

感"此时!学生的作 品 不 在 于 告 诉 我 们 情 节!也 不 在 于 它

显现的技巧!而在于通过独特的表现风格和富于想象的 内

容!揭示出学生的独创性和多样性的表现能力"学 生 通 过

这种实践训练!懂 得 了 从 不 同 视 觉 探 索 形 态 的 可 能 性!同

时也明确了装饰艺术设计不单是再现直观物象!而是选 择

和概括表现其本质!从而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在装饰艺 术

设计中存在的简单化#概念化#程式化的表现方法"
在现代装饰艺术教学中!让学生以具体的实践 事 例 为

根据#为缘由!这使 现 代 装 饰 艺 术 教 学 更 具 客 观 性 和 前 瞻

性!不仅避免了对抽象的#先入为主的理论原理的 依 赖!也

避免了教学的主观性#被动性和随意性"##下转%&!页$

$’$

$ 收稿日期%%""$(")(’*##修订日期%%""$("+(%+
作者简介%周晓珠!女!重庆市人!重庆邮电学院传媒艺术学院高级讲师!主要从事艺术设计的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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