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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课程与教学

走向生态的艺术课堂
!!!基于生态美育的高师公共艺术教育课堂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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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师公共艺术教育课堂教学目前存在着异化的传授方式'滥用的教学技术和媒体'信息的单向传递等弊端&为此高

师教师应在深入理解生态美育和公共艺术教育的公共性本质下$通过建构模块化课堂教学体系'*三性+的课程实施过程和多

元化课程教学$最终促进公共艺术教育的生态整合&

关键词!生态美育!公共艺术教育!*文化现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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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育是以生态原则为基础$把生态原则提

升为审美原则$通过生态审美实践培养人的生态审

美情感$提高生态审美欣赏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教

育&

,

#

-高师公共艺术教育如何结合生态美育进行教

学实践$如何运用基于生态美育的艺术教育形式培

养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人是艺术教师必须思考的

问题&本文从生态美育视角出发$深入走进高师公

共艺术教育课堂$对其课堂教学探讨研究$并对其教

学实践改革提出一些对策性的思考与建议&

一"高师公共艺术教育课堂教学现状

目前$高师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学结构一般分为

两类%理论宣讲和作品欣赏&理论宣讲大致包括对

某个艺术现象的历史文化背景'艺术家的生平与创

作介绍等!作品欣赏则围绕艺术家的创作成就和相

关作品的语言结构进行理性分析$欣赏方式一般以

现代的视听媒体为媒介&这样$高师公共艺术教育

课堂变成了以下的二元对立%一方是把持着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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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不绝说教的教师及其操持的强大视听媒介和所

谓权威的教科书!一方是被剥夺了话语权$只能被动

接受的学生&艺术本来是具有鲜活的生命和丰富文

化寓意的领域$却在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中被异化$

丰富的教学过程最终被肢解成互不关联的历史名词

和音像标本&

#一$异化的教授方式

师生之间的二元对立必然导致异化的教学&一

直以来$高师公共艺术教育的课堂始终奉行让学生

机械接受现成结论的学习模式&在教学中$灌输性

的理论宣讲充斥着课堂$学生失去了亲身参与和自

我探究的机会!作品欣赏也以独断的分析出现$严重

脱离了学生的亲身体验$学生得不到审美趣味的提

升$对艺术的学习也就兴趣淡然&课堂也因此变成

教师传达个人对艺术的片面理解和演说的舞台&

然而$艺术的历史与文化本身具有模糊性的特

征$因此教师和艺术载体所传达的信息中$必然有许

多不确定的信息$由此便形成一种有待于完成和补

充的*召唤结构+&这种*召唤结构+的完成有待于学

生的思维'情感和行动的亲身参与创造&

,

!

-也就是

说$教师正是为了完成对艺术多元的诠释才更需要

学生的参与与合作$若没有学生感性的直接的参与

与交流$*真正的+教学就不会发生&

#二$滥用的教学技术和媒体

现代教学技术和视听媒介曾一度给高师公共艺

术教育的课堂带来了极大的感觉冲击力&然而$也

常看到$当教师自我陶醉于现代媒体和数码艺术时$

讲台下却是一群表情木然的学生$课堂教学中艺术

教育建立在影像错觉与*全息幻觉+基础上的视听快

感$对消解学习者关于艺术的历史感受的困惑和文

化隔阂$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媒体所具有的直接表

意的特征实质上已剥夺了学生在艺术接受过程中自

我选择和创造的机会&钟启泉教授说过$*人们享受

着1罐装)技术的泛化所带来的无限便利的同时$却

逐渐发现原来这些被封装起来的1食物)都已失去了

原初的味道和色彩$那些鲜活的或东西已经离我们

远去&+

,

%

-显然$由罐装技术所造成的异化和扭曲同

样存在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中&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中的内容$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的载体$具有语义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

它就像是一个不断变异和生发的*文化现场+$即使

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也无法穷尽对它的记录和表

达&现代媒体无法使学生们体味到艺术本身的质感

美$更无法还原艺术现场$使学生身临其境地体味其

中的历史人文内涵&

,

&

-我们并非反对多媒体信息技术

在教学中的运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对信息技术的

运用转化为学生对艺术理解和诠释的可能性条件&

#三$信息的单向传递

教师教授'教学媒介'学生接受三者的失衡和断

裂$导致在教师预设的理论宣讲和作品欣赏过程中$

学生始终是教师和视听媒体附属性的*终端接受

器+$缺乏主动的参与和反馈&而教师总是居高临下

地展示并维护自己所谓的*师道尊严+$生怕学生的

提问或回答超出自己的价值预设&这种单向的信息

传递$实则扼杀了学生的主体性'差异性'超越性$剥

夺了学生对文化进行批判和质疑的基本权利$使一

种原本是沟通和传播意义的过程$变成一种断裂和

阻塞的僵化系统&

学生最终获得的$可能是艺术的历史文化信息

和艺术语言信息之间的巨大隔膜%一方面是表面化

的历史名词的堆砌$另一方面是对作品组织结构的

标本化分析&这样的艺术*存在方式+失去了内在的

生命力$成为单一的视听标本$而这样蕴含生命力的

*文化现场+变成压抑追求创新思考的学习工厂&这

种剥夺了学生参与机会的课堂$使学生始终无法真正

接近*艺术载体+本身&从弗莱雷的观点来看$教育应

该是一种艺术$是一种争取创造'反思'表达独立思想

和自由意志的过程&显然这种以*灌输与复制+为表

征的艺术课堂$对学生而言是无价值的课堂&

二"透析高师公共艺术教育的公共性"生

态审美性

透视高师公共艺术教育课堂教学$艺术之所以退

缩到陌生空洞的*平面+或*声卡+之中$究其原因是教

师对公共艺术教育公共性的本质缺乏思考$忽视了社

会转型期艺术的*文化现场+之生态性&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国的课程与教学理论界主要受前苏联*凯洛

夫教育学+影响&这导致我国课程与教学理论研究至

少存在两大缺陷%第一$缺乏课程意识$把课程理解为

少数人研制'多数人实施'自上而下单向传递的指令

和目标$为了维护这种指令和目标的权威性$自然不

需要对课程进行研究和反思!第二$教学研究视域狭

隘$把教学理解为只关注技术操作的过程'对课程的

被动实施过程$导致了机械化的教学和研究&由此可

以看到传统美育观对艺术教育带来的问题&

#一$美育学观念转向公共性

!"

世纪中国美育学受西方古典美学学科方法

影响$研究有关教育中的美学问题和观点$而这种传

统美育是基于古典形态的对美的抽象思考$仅仅是

把美学的思辨过程延伸到感性教育活动之中$只关

注艺术中的典型性'西方作品倾向&从传统艺术教

育的视角来看$仅仅将内容和教学环境限制在舞台'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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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框'博物馆的艺术品范围内的艺术美$而将学习者

的生活'文化习俗'科技'自然等范畴内的*美+'美与

环境的关系以及学习者对艺术生产过程'艺术批评'

艺术传播与接收等过程中一系列*美+的因素之探究

与思考统统排除在艺术教育之外&在这种状况下$如

何实现课堂教学自身审美属性的回归$如何应对文化

差异所带来的课堂审美失衡$如何在同化和顺应之间

维护艺术的完整性等等$这些给予过程和方法层面的

不确定因素$和当代课堂所面临的一系列生态难题$

在传统美育理论中被忽视&

然而$在中国艺术教育沿袭传统美育观的同时$

世界的美学研究出现了观念转向000开始关注美与

人生关系的探索'由哲学美学转到人生美学&这一

切$导致了美学研究从经典艺术走向到大众文化$从

抽象思辨走向体验&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着美学转向

现代美育已经超脱了古典美学的范畴$关注的是课堂

艺术&同时出现多学科交叉融合和整合$如*社会生

态学家+彼得3德鲁克的管理美学认为$美育的目的

是创造美的接受者$为每位学习者的需要设计方案&

基于美学观的转向$艺术材料和载体$并不是一

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位感受者均提供同

样观点的客体$艺术原本是未完成的$所以它具有永

恒的开放性&公共艺术教育的公共性意味着将庞杂

的艺术系统解构与重组$并通过特殊的传播方式$使

受众将碎片化的艺术现象统整于自己的艺术图式中&

那么$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要传达出人类艺术的整体精

神$就要把艺术放在整个文化系统中予以考察&在开

放的课堂文化中$对艺术的理解既包括历史上约定俗

成的事实$还应包括学生再次的历史探索和解释&

#二$走向生态美育的艺术课堂

!"""

年以来$许多关注教育的专家认为美育发

挥它的价值关键在于它与实践的互动性'美育学自

身的理论创新$关键之举是要对当代世界范围内的

艺术思潮和美学范式加以关注&当代中国美育研究

也在试图结合美学研究在多学科转向与国际接轨$

重要代表人物是曾繁仁与滕守尧之美育思想&他们

认为实施生态美育可以通过生态学的方法$用科学

和人文相结合的方法建立教育'艺术以及多学科之

间的关系$为此国内外都有成熟的研究&曾繁仁先

生的观点是生态审美教育是每个公民享有环境与环

境教育权的重要途径之一&从*权利+的内涵来说$

首先要有知情权'了解权$从了解权的角度$生态审

美教育作用重大&*环境权+的付诸实施让每个人都

得以*审美的生存+和*诗意地栖居+$这才是*有尊严

的生活+!

,

C

-而*环境教育权+就是让每个人都了解环

境教育中所必须包含的生态审美教育的重要内容&

缺少生态审美教育的环境教育权是不完整的$或者

说是有缺陷的环境教育&正如滕守尧生态美育思想

认为$教育应该是一种借助自然生态中不同物种之

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以保持生命可

持续发展的智慧$克服学校和文化造成的学习生活

和生命普遍分裂的状态$并以特别能体现生态智慧

的艺术为平台$创设学习发展之生态环境$关怀学习

的生命状态'生存状态和生产状态$以保护学习者文

化和自然本性的整体性教育&

,

F

-

基于生态美育的立场$公共艺术教育的本质具

有一种精神性保存和动态传承的开放功能$它能把

隐匿的历史与文化带到每一个现实之中$使其成为

生动而具体的历史存在&艺术课堂是基于从符号转

换成现实可理解的艺术表现方式$这是一个创造过

程$一种透过体验的自觉对话过程&

三"高师公共艺术教育课堂教学实践

建议

基于生态美育思想$高师公共艺术教育课堂教学

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课堂生态系统结构即

*教材结构+和*课程结构+进行生态重组$借助新技

术'方法和手段统整学习过程&为此我们以学前教育

专业的公共艺术教育课堂为例$提出了建构模块化课

堂教学体系'*三性+课程实施过程和多元化艺术学习

方案$促进公共艺术教育的生态整合之策略&

#一$建构模块化课堂教学体系

依据.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

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B

!"!"

年#/$为学生开设模块化'选择性和实践性的教

育课程$在教育课程中充分融入教育教学案例$推动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变革&推进以*自主'合作'

探究+为主要特征的研究型教学改革$充分发挥课堂

教学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反思研究能力方面的

重要作用&通过相互连通的*九大学习流程+'*五大

课程模块+推动高师公共艺术教育课程走向生态化&

*九大学习流程+是基于综合学习的教学策略&

首先$教师在艺术教育中教材写作要关注学生的学

习过程$将音像资源'互联网查找的信息'巧妙的设

计在学习环节中$通过九大学习流程*教学主题0学

习目标0活动拓展
B

感知与体验0资源探索0创造

性体验0创造与表现0反思与评价0学习延伸+的

策略来加强学生艺术学习效果&

*五大课程模块+的教材是依据教师能力设计的

课程系统$教师须通过生态整合的*基于通识美育学

课程+'*基于实验实训扩展的课程+'*基于艺术基础

的课程+'*基于综合实践的创意项目学习的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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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反思性学习的课程+来提高自己的讲授素养&

#二$基于(三性)的课程实施过程

在高师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实施过程中$要凸显

整合性'互动性'生成性&

首先$在公共艺术教育课堂教学中$教师要从生

态美育视角出发$凸显艺术教育的整合性$确立以审

美为核心$教学过程注意从提高艺术情感与价值观'

体验审美过程与方法$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三

方面整合设计&让学生参与其中$通过聆听'体验'

表现'创造等艺术活动充分感受艺术作品所蕴含的

丰富情感$从课堂教学中使学生增强情感的共鸣性$

从而获得美的感受&

其次$公共艺术教育教学课堂应是教师和学生

互动的课堂$教师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学

生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励&教师要根据艺

术教育实施过程的实际$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

传授模式$课堂讲授体现师生平等参与民主对话的

理念$在与学生良好的教学互动中$加强学生的实践

性和创造性&让学生在艺术学习中表现自我$发展

自身的兴趣和能力&提倡教师与学生同乐'同学'同

创的互动交流模式$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人性化

教学环境中$实现艺术情感沟通和教学相长&

最后$在公共艺术教育课堂教学实践中$教师要

充分重视学生艺术学习过程中个体的内心感觉和自

我体验的客观性&要尊重学生学习探讨过程中生成

性的物质成果$尊重学生通过体验'模仿'探究'合作

等多种学习方式所生成的思想内涵&教师要根据艺

术学习的特点$对学生生成的学习成果实施科学的

教学策略$从而提高学生的艺术效益&

#三$多元化课程教学

生态美育下的公共艺术课堂教育是艺术能力'人

文素养'教育智慧整合发展的教育&学生可通过艺术

与生活'艺术与情感'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科学的多元

化主题联结$用艺术的眼光观察生活$用艺术的方式

表现教育生活$从而提高自己的美育探索能力和创造

反思能力&多元化的艺术联结是可以通过课堂教学

中的音乐'美术'戏剧'影视媒体'舞蹈等载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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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与生活主题

艺术教育课堂教学中$学生可通过对自然环境

与社会生活进行感知与体验$熟悉生活和艺术作品

中共通的艺术要素和形式规律$并将获得的通感体

验运用于艺术教育课堂实践&可回顾自己儿童时代

喜闻乐见的艺术和现代儿童的艺术活动$观看'倾听

与之相关的艺术作品$对艺术与真实生活的异同展

开探索$并尝试运用艺术家的表现手法和形式规律

进行有关的艺术创作$同时再尝试设计艺术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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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与情感主题

教师可首先让学生熟悉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

同历史时期'不同艺术门类的艺术作品的情感表现方

式"对比'空间'结构'节奏'冲突等特点#和情感表现

内涵"悲'喜'怒'幽默'滑稽'崇高等#$让学生在聆听'

观看'比较'领会中学习对情感表现的艺术活动&其

次$学生可以运用艺术要素和形式规律表达自己的情

感&通过探索不同艺术形式'材料'技术'特性和过程

等传达的不同情感信息$自主改编与主题相关的剧

本'戏剧小品'或给诗词配乐'配画等创作活动中$探

索艺术共通的形式规律和艺术的情感语言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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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与文化主题

教师首先让学生利用图书馆'博物馆等资料$感

受我国各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与地区的文化$探索

这些文化与当地不同门类的艺术之关系"如音乐'美

术'舞蹈等在表达某种秩序时的异同#$从风格特征'

自然环境'社会状况'历史风俗等视角的提炼基于艺

术教育的文化&其次$学生通过调查$寻找某些具有

明显符号性表现的艺术"如天坛建筑$京剧的脸谱'

服装等$国画中的松'梅'竹'菊等$舞蹈中的天鹅'孔

雀'鹰等$建筑中的龙'凤'十字架等#$依据它们的符

号含义$以及与审美意识的关系的联想$创作具有符

号含义的作品或教学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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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与科学主题

教师可利用现代媒介使学生感受科学发现的微

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艺术要素'形式规律$体悟现代

科技手段'多种媒材对艺术形式和风格的影响$了解

艺术接受思维和科学思维&其次$学生可利用现代

材料进行创意造型'制造音响效果'设计舞台布景

等$理解艺术与科技手段的结合所带来的全新变化$

探讨如何运用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综合地创造与表

现$并运用在公共艺术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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