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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装置艺术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应用探究

王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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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装置艺术是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种类(其实质是"场地
c

材料
c

情感#的综合展示*幼儿园环境创设中可运用装置艺

术(引导幼儿将生活中各种熟悉的材料进行拼贴组合,错置,悬空,分割,集合,叠加(以形成构成环境的装置作品*在此过程

中(幼儿是创作环境的本体或参与者(主动参与改造环境(自由地取舍材料以丰富其创造性空间(从艺术陈列的视角对环境进

行审美观照(从而提高幼儿的审美修养(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美化幼儿园的教学和生活环境(促进幼儿身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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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形式(装置艺术在进入中国

的二十年间(正逐步突破着生活与艺术的种种界限*

装置以其"通过错置,悬空,分割,集合,叠加等手法

对现成物品予以重新建构(置放于新的展示场所#这

一创作方式(形成了具有普遍艺术含义和生活气息

的"赋予其新的意义指向的一种艺术创造和展示方

式#

&

#

'

*它让越来越多的人在简单生活中感受装置

带来的艺术趣味及其艺术创作的激情*装置艺术逐

渐从高大上的博物馆,展览馆中走向世俗生活(并完

成了高雅艺术面向普罗大众的华丽转身*生活的艺

术化使装置艺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成为可能*作

为大型装置作品展示场所的幼儿园(其环境布置中

所出现的大型模型展示,材料拼组等作品形式(从现

代艺术的角度来说也可以看作是装置艺术作品的一

种*-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环境是重

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

进幼儿的发展*#

&

!

'幼儿园应充分利用现代艺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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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将现代装置艺术创作手法,观念,展示方法,审美

原则渗入其环境创设过程中(并借此提高幼儿审美

能力(丰富幼儿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激发幼儿参与环

境的热情(进而优化教学环境(促进幼儿身心发展*

一%装置艺术与幼儿心理特征

#=

装置艺术与幼儿天性的关联

幼儿在其天性中有着对装置艺术特有的偏爱和

理解(这是装置艺术在幼儿园环境创设应用过程中

重要的心理基础*装置艺术不仅是现代艺术专业领

域探讨的话题(当人们转变视角(从日常生活去看装

置艺术时(幼儿在成长过程中会自发玩耍"装置#游

戏(这实质上是他们对于生活现成品的移用与再造*

例如(他们将凳子摆成一列当作火车(或者手持两把

蒲扇放在胯下作车轮$丰子恺的漫画-瞻瞻的车111

脚踏车.(见图
#

%(或者索性顶张芭蕉叶子当小屋

55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装置艺术#这一前卫艺术样

式的影子*在这些"装置#游戏中(幼儿凭借自己的

想象力(变换了现成品的本原身份(赋予了它们新的

生命内涵*而幼儿的这种审美观照是与生俱来的(

随着他们对世界的不断认知(他们自发组织和进行

了这种"装置#游戏(这种幻想与体验交错发生的方

式展现出幼儿自发的先验性创造(这也为装置艺术

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应用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幼儿具备与生俱来的创设装置艺术的天赋(他

们最不易受世俗规范的干扰(并坚持着敏感而执着

的个人情感和喜好*相对于成人(他们对装置艺术

的喜爱源于天然本真*幼儿在成长过程中所展现的

"对现成物摒除掉一切约束(重新构造和展示(从审

美上获取最大限度的惊喜#这一艺术倾向(正是进行

装置艺术必要的创作手法*

图
#

!

&=

装置艺术与幼儿心理环境的建构

在传统的幼儿园环境创设中(园所进行的教学

主题活动往往是环境布置的依据*根据主题变换环

境(辅助教学(对幼儿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环境创

设的主要目标*然而很多教师和园所的环境改进方

案的主体为其自身(并不完全由幼儿心理需求出发(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对幼儿心理环境建构的

关照*

幼儿拥有感知细节变化的微观能力,产生幻想

而错视的能力,将一切日常用品庄严化和神化的能

力,对事件的发展情感推动和赋予其生命力的能力*

幼儿在感知觉上的能力(正与训练有素的装置艺术

创作者们所具备的创造力形成天然的一致*创作者

的眼光需要像孩子的目光一样单纯和快乐,突破传

统,摒除杂念(将观念进行重新构造与审美(给生活

中的普通事物重构和附加上新的审美内涵*这种颠

覆性的审美观念(在幼儿身上已天然存在*幼儿用

新鲜的眼光扑捉一切事物$美的或丑的%(观察其细

节特征(并产生联想*幼儿最初往往能用不同寻常

的感觉抓住对象(并产生出更多的联想*这种观察

的敏锐和丰富,兴趣和喜悦(已经超出了人们对普通

事物的价值认识(甚至等同于在展厅中陈列装置艺

术品时预想的目标*比如幼儿看一颗咖啡色有肌理

的大纽扣(他会直呼"好大啊#(并接着告诉你"像乌

龟壳一样6#丰子恺在艺术随笔-美与同情.中就记录

了幼儿对于各类物件的情感*

"那儿童走进房间!就自觉地整理起东西来$他

把合覆在桌子上的表面翻转来!把放在茶壶口子后

面的茶杯移到口子前面来!把床底下一顺一倒的鞋

子掉顺来!把壁上立幅中拖在前面的绳子藏到后面

去''原来那孩子把着一切都看作有生命的生物

了()表面合覆在桌子上!看它何等气闷*+)茶杯躲在

它母亲的背后!教它怎样吃奶,+)鞋子一顺一倒!教

它们怎样谈话,+)立幅的辫子拖在前面!像一个鸦

片鬼$+#

-

&

.

在日常物品所组成的场景中(幼儿天然地就读

懂了这种布置"物#的语言(虽然他们还不能弄清楚

装置艺术所表达的更为深刻的社会主题(但幼儿已

经拥有了与装置艺术的默契*可以说(就单纯的审

美形式与感觉来看(幼儿与成人的观察感知几乎相

等(甚至更为明确*装置艺术作为幼儿生活中获取

快乐的方式(早已悄然植入其心灵之中*

装置艺术作品能够帮助幼儿阐释内心对于环境

的需求(他$她%可以改变现成品的功用进行随意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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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或者将看似毫不相干的物件拼组(以自由的书写

绘画形式进行涂鸦(以幼儿的多样化角度摆放展示

作品*装置艺术使幼儿从想象出发构建熟悉或陌生

的生活环境(它也成为幼儿心灵语言的环境载体*

装置艺术与幼儿心理环境建构有着天然联系(

在一些典型装置艺术作品中(可看出作者的创作灵

感源于其孩提时期的相关经历及其深层心理机制*

下面列举两个现代装置艺术的作品进行进一步

分析)

例一)徐冰-析世鉴.

图
!

!

图
!

是
#FT%

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现代装置

艺术作品-析世鉴.*作者徐冰打破汉字原有笔画规

定而重新组装(使最具中国文化色彩的方块字不再

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文字和书面形式(不再成为字

音,字义的载体*他只保留了汉字字形的美学规范(

将文字还原到笔画本身(变成一种纯粹的"点线结

构#(一种横,竖,撇,捺的自由组合*他花了近两年

的时间用孩子般的固执一笔一划刻画下这些完全抛

弃字形字义的无法识别的"天书#(这些"字#有着汉

字的美感却表达不出的意义*

这种看似荒谬的审美和抛弃字形与字意,纯审

美形式的倾向(正源于徐冰童年时期被成人惯常指

出的错别字*从装置艺术的审美角度观察(-析世

鉴.作品错而美(错而不可释读(徐冰却能以沉静的

耐心与热情来刻字(这不仅是理性的创造(更有着幼

儿对于形式或细节的偏爱*这种审美的固执(也许

只有幼儿与艺术家才可以真正体会得到*

例二)吕胜中-彳亍.

吕胜中也在作品中阐释着自己的"孩子气#*他

的剪纸装置作品-彳亍.$见图
&

%(仿佛是幼儿行走

的迷宫格(上面分布的剪纸脚印(充满着童趣和回

忆*观者找寻着每只脚的步伐(虽然迷阵重重(但在

无法走通的空间中(其紧凑而又洋溢美感的印记下(

图
&

!

仿佛记录着孩子稚拙的表情和蚂蚁寻巢一般慌乱的

神态*读不懂与走不通(这些在成人世界里的忧愁

或郁结(却在小儿的童话思维中瞬间消解*

二%装置艺术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应

用探究

#=

装置艺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幼儿园环境创设

模式

在传统的幼儿园环境创设中(教师是创设的主

体(幼儿在教师布置的环境中承担着被动接受与参

与的角色*教师在幼儿园环境中布置墙饰,吊饰,区

角,玩教具等多种类作品(目的或是为了配合幼儿园

主题活动(或是为了彰显幼儿园的教学理念(却忽视

幼儿在审美过程中的主体身份(这种传统环境创设

模式无法满足孩子们对于环境改造的想象及创造*

装置艺术是实物艺术的代表门类(在作品创意

中充分强调对现成品的利用和展示*在幼儿园的环

境布置中(利用现成品的创意构思也不胜枚举(如利

用废旧材料进行的环境改造,利用玩具模型摆放的

虚拟区角,利用道具及装饰物营造的意境空间等等*

在这些环境创设中(幼儿往往能更为主动地参与环

境的变化(并利用各种熟悉的材料进行拼贴组合,错

置,悬空,分割,集合,叠加(以形成构成环境的装置

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幼儿大胆地取舍材料以丰富

他们的创造性空间(从艺术陈列的新视角对环境进

行审美观照(凭借自己设想的方案建设属于自己的

环境(在环境创设中融入更多的感知和想象*

装置艺术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应用(有利于

改变教师布置和主导环境的传统模式(使幼儿成为

创作环境的本体或参与者(他们在审美过程中能更

深层次地感知生活的美(更为自主地改造环境(并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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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改造环境中形成创意性思维方式*美国艺术批

评家安东尼3强森认为装置艺术"它们仅仅是容器

而已(它们能容纳任何/作者0和/读者0希望放入的

东西#

&

A

'

*幼儿在采用非逻辑,非再现的陈列方式来

展现他们所理解的物品间构成关系时(所投入的思

维并非静止而是处于"永恒的运动#(因为幼儿创作

和欣赏时生发的感受是没有定数与标准的(当不同

的生活经验在其思维中产生不同的影象和记忆时(

他们就会赋予装置物新的联想与体会*

!=

装置艺术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应用现状

装置艺术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应用并非需要

强加施行(而是需要观念的给予*引导大家认识并

在观念上对其接受(并运用装置艺术创作方法来践

行创设环境(以当代艺术的视角来解读幼儿在参与

环境布置中所呈现的行为(并培养幼儿在环境创设

过程中的审美习惯和观察方法(提升幼儿园环境创

设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是装置艺术在幼儿园环

境创设过程中实施需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

无论人们是否承认(装置艺术就像幼儿喜爱的

积木一样进入了他们的生活*虽然进行幼儿园环境

创设的老师们并未意识到与装置艺术有着某种联

系(或者所有人仅视幼儿完成的废旧物品组合为最

简单的手工作品(甚至认为幼儿园的环境创设还无

法构成某种现代艺术形式的时候(装置艺术却真实

而长久的存在于幼儿生活中了*

装置艺术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应用有着天然

的土壤*幼儿处于日常生活经验尚未成熟的阶段(

这种稚嫩的新鲜感最易产生对普通事物的艺术联

想(这深植于幼儿心中的艺术土壤生长出对现成品

的移用,对陈列品的翩想,对生活惯性思维的解构*

从艺术本身看来("艺术不同于生活经验的地方在于

它既是生活经验的延续(也是一种比它更完美,精

炼,强化和统一的经验#*

&

@

'这种经验的传递更激发

了幼儿对所处在环境和状态的创作热情(并保持着

艺术与生活的整体性与连贯性*

幼儿园环境创设的实施是幼儿生活与成长进程

中审美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从目前装置艺

术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应用现状来看(艺术经验

及作品赏鉴仍然无法大量走进孩子们的课堂*而作

为环境布置的观赏者(在幼儿园环境中(孩子无法完

全摆脱教师的观念而布置富有其心性创造力的装置

艺术作品*教师们将环境依然归位于复杂的手工劳

动(而并未解放观念和形成高层次的现代艺术体验*

可以说在幼儿园中装置艺术广泛应用的局面尚未全

面打开(无论从个人观念还是应用范围及力度上看(

目前装置艺术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应用尚属于探

索阶段(这也为装置艺术的应用和推广提供了非常

大的探索空间*

从近阶段装置艺术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应用

现状调查结果看来(装置艺术仅仅停留在科学小实

验,游戏玩具的操作活动,或者简单的手工剪贴上*

如无锡市芦庄第二幼儿园王惠娟老师所设计的"玩

沙游戏装置制作#项目*可以说(幼儿科学活动与社

会活动用到了实用品的"装置#(却并未在幼儿园环

境创设中提出"装置#的概念*但幼儿在日常生活中

已实际运用了装置艺术的审美思维(如废铁堆是孩

子们眼中的"变形金刚#(初长出小草的土堆是孩子

们眼中的"圣诞帽#(阳台上栏杆围出的格子是孩子

们围聚下棋的棋盘(庞大的电视机纸盒是他们钻入

表演的小舞台55这些生活化的审美更应该被带入

幼儿的课堂(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开展,讨论,深入(

使装置艺术真正地应用于幼儿园环境创设之中*

相较于中国大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装置艺术

已经进入了中小学课程(开展地如火如荼*美国得

克萨斯州奥斯丁市为五年级小学生设计了"装置艺

术课#*台湾教育部门于
!""A

年公布了-国民中小

学创意课程教学,教材及评量之建议策略.(建议在

"艺术与人文#课程中(进行创意装置艺术活动*台

北市美术馆馆长林曼丽说)"

!#

世纪台湾视觉艺术

教育的新动向(既不是动手操作的劳作课55而是

借着/美术的行为0与/活动0以/人0为主体(探索人

与生存环境的层层关联(而透过美术的实际操作与

思索(探究,分析,综合的种种过程(达到人与环境统

合共有的境界*#

&

$

'诚然(幼儿阶段的美术课中进行

装置艺术的教学有一定的困难(但如果能首先将装

置艺术应用到幼儿园环境创设中(在幼儿园里展示

一定的装置艺术作品(再逐渐将装置艺术纳入到美

术教学领域(引导幼儿观看各种现代媒体和装置艺

术展览(汲取现代艺术符号和信息55坚持这样去

做(相信装置艺术在幼儿美术教学中(定能推广开

来(以达到艺术与生活相融合(促进幼儿身心健康

成长*

图
A?$

为深圳某幼儿园孩子们在环境创设活

动中完成的装置艺术作品*

三%未来幼儿园环境创设中装置艺术应

用的若干构想

馆藏艺术品与展示艺术品逐渐走出博物馆(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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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们生活中随处可以见的真实存在(是未来艺术

普及化与常态化的表现*未来(也应该产生这样一

种艺术作品)有幼儿向往的城堡建筑,可以任意造型

的组合玩具,随处可存在的公主或者女巫,迷宫的格

子,留下自然小动物足迹的大型橡皮泥塑,每天可以

改变的校舍环境55这种艺术展示着幼儿每天的情

绪(记录着幼儿触摸的材料(叙述着幼儿梦幻般的人

生体验*它将幼儿的所有想法都转换成为美好而可

读的视觉形式(并在不可重复的基础上不断的完善

和呈现出来*

#=

装置艺术在审美意识中的形式确立

在未来幼儿园环境创设中(装置艺术要从传统

的仅将装置作为一种训练和提高幼儿思维和表达能

力的工具(转化为能体现出现代艺术审美形态和启

迪幼儿的独立意识的艺术形式(进而"提高解读当代

视觉文化的能力(使青少年不会在当代势如洪水的

视觉信息轰炸下迷失方向#

&

%

'

*装置艺术作为现代

艺术中一个重要现象(必将潜移默化地改变幼儿园

环境创设的传统模式和方法*在未来的幼儿生活环

境中(装置不仅是提供操作的名词(而将成为真正影

响幼儿心灵成长的现代艺术*

!=

装置艺术影响幼儿未来成长

装置艺术应用于幼儿园环境创设(影响幼儿未

来的行为和个性发展*幼儿在环境创设的参与中形

成对材料的认知,产生创意,付诸行为(在这一过程

中(幼儿的行为能力和个性特征都得到了发挥(新的

观念和多元的艺术作品开拓了幼儿的视野(提高了

幼儿对当代艺术作品的审美能力*装置艺术走入幼

儿环境(将拉近幼儿与当代艺术的距离(使艺术生活

化和生活艺术化(为培养幼儿的艺术感受,促进幼儿

行为和个性的整体发展服务*

&=

装置艺术观念下幼儿园向艺术馆的转化

在装置艺术观念的影响下(幼儿园的功能性也

应发生变化(除了为幼儿提供学前教育和服务的实

用性功能外(其艺术氛围,艺术思想及艺术理念所呈

现出的审美性功能将作为评价幼儿园办园优劣的重

要标准*艺术品位和审美层次将直观反映出幼儿园

的办园理念(优秀的幼儿园应是一所品类齐全的当

代艺术博物馆(幼儿在未来的环境中体现着艺术创

造者的身份特征*当装置艺术观念介入幼儿园环

境(幼儿担负起创造环境的任务时(幼儿将经历着与

其创造力相符的环境给予(他们的生活将转入切合

幼儿身心发展的艺术之境(无论材料的摆放或作品

的呈现(环境将为幼儿提供一个艺术馆般自由的审

美交流空间(所有幼儿将在艺术创造中不断变换和

改善着环境(也在艺术陈列的氛围中展开着更丰富

的艺术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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