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设计专业的美术史教学
陈芳

摘要：目前，艺术设计专业在中国高校的发展呈如火如荼的态蛰，针对艺术设计的专业特

色，如何进行美术吏的教学，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本文主要从博雅教育和创新教育两个方
面进行阐述。旨在让美术史的教学在设计师的培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艺术设计；博雅教育；创新思维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

息息相关的艺术设计专业成为高校招生

的热门专业，发展速度相当快，许多农

业大学都开办了艺术设计的相关专业，

这说明社会上对设计师的需求量非常

大。但如何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设计师

是一个重要的(Ijl题，如何让美术史的教

学在设计师的培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则是我们美术史课程教学中应该思考的

另外一个问题。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

后面的一个问题。

首先，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与美

术史专业的学生的专业不同，学习美术

史的目的也就不同。如果说美术史专业

的学生的学习目的是为今后的研究工作

打下良好的史学基础，使美术史学科得

到稳步发展。那么，艺术设计专业的学

生学习美术史的目的则在于提高审美趣

味，扩大视觉信息，培养创造性思维能

力。2002年，当笔者在德国海德堡大学

做访问学者时，发现德国美术史专业的

教学方法与我国不太一样。他们的教学

主要以学生作报告的形式进行，老师在

第一节课时就带来了一些选题，让学生

根据自己的兴趣将自己作报告的题目选

定，老师再大致介绍每个选题的内容及

参考书目等。然后，学生根据自己的选

题到图书馆杏阅资料，进行具体研究，

有问题随时和老师联系，最后，按照规

定的时间来向老师和同学们作报告。每

次课开始都是学生的报告，然后大家讨

论提问，老师在下课前总结。这样的方

法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独立

研究的能力，这应该说与德国大学注重

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是一脉相承的。起

初，我觉得这样的教学方法很好，准备

带同我校试用，后来仔细斟酌，发现许

多方面不适合我们艺术设计专业的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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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教学。一则德国的这种教学方法侧重

研究能力的培养，对美术史专业的学生

比较适合，对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

则不是必须。二则我国大学图书馆的条

件没法跟德国相比，他们的大学图书馆

连四库全书都开架阅览，学生只要带上

笔记本到图书馆工作，其藏书之丰富足

以让学生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倘若我

们让学生自己研究作报告，国内的图书

馆条件难以满足学生的需要。再者，艺

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在高中很少接触美术

变方面的知识。基础较差，连美术史的

基本脉络不清楚，很难展开个案研究。

综合以上的考虑，我觉得国内艺术设计

专业的美术史教学方法还是应该以教师

讲授为主，关键在于如何讲授，以满足

我们培养设计师的高素质和刨新能力的

需要。

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学习美术史

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全面素质的培养，提

高审美趣味，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博雅教

育(1iberal education)。博雅教育的

三大目标是：了解自然、社会和人生；

掌握一定的清晰表达、科学方法的训练

等基本技能；形成对学问的忠告、宽容

的价值观以及做出明智判断的能力。∞

简单来说，就是从各方面丰富学生的美

术史知识，提高他们的艺术素质，增加

视觉信息量。国外大学的学生无论什么

专业，都必须选修大量的人文社科的课

程，虽然人文社科的课程在整个专业的

课程比例已经比以前下降许多，但至少

维持在30％以上，与我国相比，比例还

是较大的。至于与艺术相关的专业，那

人文社科的课程比例还要加大，有的达

到60％以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比例，

其根本在于国外大学培养艺术家和设计

师的理念与我们不同。他们认为好的设

计师必须具有非常全面的人文素养，

他的设计品位才会高，灵感才会不断

显现，否则脑中空空，趣味低俗，是不

可能有优秀作品问世的。基于这样的理

念，在我们美术史课堂上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是引导学生正确地欣赏艺术作品，

从作者的构思、作品的具体分析和美术

史家的评价等多方面展开。并结合具体

的时代背景和大量的图像资料，使学生

明白任何艺术风格的形成都不是偶然

的，有其必然的原因。并做到“知其然

而又知其所以然”。康德曾说，创作天

才是教不会的，但审美鉴赏水平能够通

过训练不断提高。可对于以前很少接触

美术史的学生来说，由于不了解艺术语

言，对艺术作品深层次的理解会遇到障

碍。要突破这个障碍，就不能仅仅停

留在“看”上，而是要逐字逐句地阅

读，了解上下文的关系，搞清它们的

所指和含义。这样，便会发现：随着

知识的增加，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体

验。同样一幅艺术作品，在不同入的

眼里，存在相去甚远的境界。同样一

个人，在不同时间欣赏同一作品，会

产生迥然不同的感觉。这都说明：欣

赏艺术作品是无止境的，需要丰厚的知

识积累作为背景支持。我们美术史的课

程即要为学生不断丰富这种背景知识，

从而使他们的鉴赏水平不断提高，设计

品位也就会不断提高。

在美术史教学中要注意的另外一

个问题是如何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

力。作为一名未来的设计师，创新是相

当重要的，那么，有创意的头脑只在文

化风气开放的地方产生。因此，我们的

课堂上提倡学生对作品的分析有自己独

到的见解，不一定跟老师和书本上的观

点一致，学生可以将自己创造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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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我认同意识在回答

问题时充分体现，并敢

于向大师挑战，只要言

之有理，必然得到老师

和同学们的赞赏。这种

学术自由的气氛大大增

强了学生的自信心，自

信的人才能有创意。这

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今

天，艺术设计专业的学

生即是未来国家文化创

意产业的主创设计师，

他们将服务于图书与新

闻、游戏与IT，影视，

音乐、造犁艺术，艺术

设计、建筑设计等文化

创意产业，他们甚至要形成一个重要的 单个的视点来观察每个人物，这是雕刻

“创意阶层”。为了使设计专业的学生 家和观众的最好角度。罗丹还为雕像做

将来能更好地服务社会，为文化创意产 了一个底座。但这个底座很矮，与以往

业贡献力量，对他们的大学教育必须侧 高底座的形式不同。罗丹的观点是：英

重创意的训练。因此，我们的美术史课 雄也是平凡的人，没有必要置于高高的

程教学中时刻贯穿着创意的理念。在具 位置，使观众与纪念像之间产生等级距

体讲授时，教师会举例说明绘画中立意 离感。所有这些，都反映了罗丹与众不

新颖的重要性。如讲宋徽宗的考题“野 同的创意。像这样注重创意的例证在美

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许多画工都 术史上相当多，我们在教学中总是特别

是域破败无人的船只，鸟屎一片，荒凉 强调这一点。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学

地停在河边，只有一个画T画的是一艄 生的创意思维也就发散开来。

公，翘着二郎腿，躺在船头吹笛子。宋 在美术史课上，注重创新思维培养

徽宗觉得这位画工立意新，不落俗套， 的另外一个方法是：分析艺术作品时特

就录取他为育廷画家。因为这位画工独 别注重对易被忽视的细节的分析。因为

特地诠释了诗意，野水无人渡，不是船 这些细节有时能改变我们对作品原有的

上无人，而是没有要渡船的人，正因为 固定认识，甚至能否定很多约定俗成的

没有渡船的人，艄公才能如此悠闲地吹 阐释。这样，就能开房学生的思路，打

笛子。 破思维定势。按照阿拉斯的观点，每件

同样，罗丹在雅塑《加莱义民》的 作品的细节应当成为我ff J分析的转折点，

作品时，也表现出作者的创意。当时的 每件作品都具备一个关键细节，或隐匿、

纪念像都是把人物放在很高的底座上， 或怪异，由此才开始了作者真正的解释，

被人们仰视，以显得人物的尊贵。而罗 细节也是作者最想让观众“看”见的内

丹在创作《加莱义民》时，却体现了他 容。。如阿拉斯对《天神报喜》射中的不

的独特思考。加莱市本来只是委托罗丹 被注意的蜗牛的分析，否定了人们通常认

做一尊皮埃尔的纪念像，以表现准备用 为的蜗牛是圣母的化身，享受着上帝滋润

生命换取加莱市自由的几个英雄。。对 的观点。另外如《官娥》中国王的位置的

于加莱市的这个委托定件，罗丹反对仅 分析等等都能颠覆人们以前的解释。对

仅表现单个的英雄，他创作了一组雕像 细节的重视也让我想起欧洲流行的一

来表达全城人的绝望， “他们赤头跣 句话： 。上帝在细节之中”，这与阿

足，刽子手的绞索套在他们的脖颈，城 拉斯的观点不谋而合，同样认同细节是

门的钥匙握在他们手中。”罗丹采用了 成功的关键。细节的关注总能让人耳目

一新，思维E毫无禁锢，学生的兴趣点

也能被调动起来，注意力相当集中，因

为，每个人对常识以外的内容进行探讨

时一定会聚精会神。

当然，艺术设计专业的美术史教

学是一个需要长期探讨的课题。有许多

问题值得深思。本文只是就近年来的教

学经验，就几个问题谈了一点自己的看

法，还有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总之，

艺术设计专业的培养目标决定了我们美

术史教学的针对性和侧重点，与美术史

专业和非艺术类专业的教学都不同，强

调的是博雅教育和创新教育。

注释：

①刘琅，桂苓．大学的精神[H]．北京：中

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前言2。

②1347年，国王爱德华三世围攻法国加

菜市一年后，要求用6个贵族的生命换

取这个城市的自由。皮埃尔作为长者，

领导6个人站出来准备牺牲自己的生

命。最后，怀孕的王后宽恕了他们。

③[法]达尼埃尔·阿拉斯．我们什么也

没看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2

④美术史上一般译为《受胎告知》或

《圣母领报》，此书译为《天神报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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