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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一的艺术教育

思想研究

    一、美术教育的社会使命

    美术教育的社会使命这一命题是张道

一先生1989年发表在《中国美术教育》上的

一篇论文题目，也是他从事美术教育多年的

肺腑之言，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他对美术教育

现状的关心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社会造就

了人的使命感，人类的使命感又促进着社会

的健康发展。张道一先生已有40多年的教

学经验并已形成自己独到的美术教育理论，

他从1952年起任教于华东艺专、南京艺术
学院，到1995年在东南大学创办艺术学系，

已培养众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国

内访问学者，可谓桃李满天下。他虽然在严

酷的磨难中历经艰辛，但始终没能被命运征

服，在我国美术教育领域依然忠诚地耕耘。

从美术的启蒙教育、审美教育、师范美术教

育、工艺美术教育到参与制定我国硕士、博

士研究生教育的宏观规划，张道一先生都以

极强的社会使命感、务实的教育责任感，梳

理着我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关心着未来的发

展，培养了一大批国家的栋梁之材。

    张道一先生认为，教育是一种培养人才

的宏伟事业，它在社会的各部门中带有基础

的性质。就美术教育的问题他明确指出:作

为体现美育重要手段之一的美术，如何认识

又怎样实践，在实践教学中思想并不统一，

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成绩当然是明显的，

只是冷静思考起来，缺少整体的把握，多注

重微观而忽略宏观，重技巧而轻理论。如果

孤立地评估一门具体课程，收效颇大，但对

整体结构却失去平衡。这样就无法形成良性

循环，果实很多，不少带有苦涩，这是值得我

们深思的。

    二、关于工艺美术教育及其设计观念

    20世纪80年代初，张道一先生对我国

工艺美术教育刚刚复苏时所碰到的一些现

实问题十分关切，曾多次到工艺美术院校和

一些企事业单位举办讲座，发表有关工艺美

术在社会发展所处地位的许多言论，同时也

阐述了他对当时工艺美术教育的观点，明确

指出工艺美术教育应首先解决专业思想问

题，树立工艺美术的设计观念。张道一先生

认为各种艺术门类的社会功能作用，本来就

存在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哲理，但若

以此度彼，或是把这些问题等同起来，不仅

会导致在设计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也必须造

成工艺美术事业的损失。在工艺美术领域，

长期存在的以“画画”为主导思想的观念应

该打破，从而形成一个以现代设计观念为主

导思想的工艺美术新领域。他还从物质与精

神两个方面，辩证地论述了工艺美术的本质

及其实用因素，正是因为实用性，才决定了

工艺美术同人们生活的依存关系，它所涉及

的各种造物品类，同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各

个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这种长期以来

形成的“画画”中心论的社会偏见和对工艺

美术的误解，唯一解决的办法，张道一先生

指出，应从教育人手，调整教学结构，改革陈

旧的教育模式，创建工艺美术教学具备自身

规律的教育体系。

    我国的“学堂”式的教育形式开创于20
世纪初，图案教学先设立在师范学校，为手

工劳作课程之一，后来才逐步完善。“五四”

运动前后我国才开始创办实业教育，为了使

国民能在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的同时，使教育

同步发展，从而创立了新型的工艺美术教育

体制。当时，一些有志于工艺美术事业的人

士，先后到工业比较发达的欧洲和日本学

习，同时也将他们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形

式带回国内，将西方一些古典设计风格和德

国新兴的设计观念直接接受过来。1949年

以来，我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基本与社

会经济的发展同步，一些高等院校设立了工

艺美术系或专业，成立了一些多学科综合性

的工艺美术院校，使我国的工艺美术教育从

幼稚走向成熟。张道一先生自20世纪80年

代以来，以工艺美术理论研究为主线，拓展

到工艺美术教育的诸方面进行研讨，为我国

现代工艺美术教育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从理

论上建立了自身的体系，从教育观念上提出

新论点，从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上补充了新

内容。在工艺美术教育及其设计观念的创建

中，张道一先生为此做出了贡献，同时他和

同代学者一样也深知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

命。

    针对我国一度出现的“百袖衣式”的教

学结构，张道一先生曾撰文指出:“教育目标

不明确，便不可能制订出有力的教学措施和

合理的教学结构”。他认为，一个学科的教学

结构，就好比是一部结构严谨的机器，虽然

齿轮有大有小，转动有快有慢，但是必须和

谐地运作，才能组成一个有机而完整的机

体。针对工艺美术教学存在的课程设置、授

课方法、授课内容与专业分工等问题，他认

为这是百钠衣式的碎片连缀而造成的后果，

不能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需要增补或调换

“齿轮”，调整教学结构，完善教学规划，使工

艺美术教学这部机器向着更协调的方面发

展。

    在工艺美术院校的基础课教学中，有关

绘画课的设置及课时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

这种分歧也表明工艺美术基础教学结构与

专业教学结构如何统一的问题尚有待解

决。张道一先生主张“画”与“工”的量度，是

建立在最终教育目的之上的，建立工艺美术

的设计观念，就必须从纯绘画专业思想上转

过来，也就是说以工艺美术为主体而谈绘

画，在这里绘画是基础之一，而不是主体，这

是专业性质所导致的，并非是排斥绘画的因

素，只不过绘画在这门学科中所担任的不是

主角而已。如他所说，在工艺美术教学中绘

画“关键是画什么，怎样画，和带着什么目的

去画，即立足点站在哪里”。工艺美术和绘画

同属美术学科，因此两者既有个性又有共

J比，“画画”就是基础训练的共性之一，但共性

是寓于个性之中。现在讨论问题的焦点，不在

于要不要画，而是不能以“画画”来代替“设
计”的问题。关于工艺美术教学中设计课与绘

画课所占比重和它所应有的位置，一些专业

至今还存在结构上的偏差，张道一先生早在

20世纪80年代初就发表如此鲜明的辩证观

点，至今仍有着现实的意义，也是我们在当前

工艺美术教学中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

    三、关于师范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是整个文化教育的一个组成

部分，张道一先生把它分为三个层次:其一

是学龄前儿童教育，其二是中小学教育，其

三是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普通美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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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师范美术教育虽同属一个层次，但其教

育目的和要求又不尽相同。简而言之，美术

院校以培养美术家、画家和专门的设计师为

主，而高等师范美术教育则不同，它以培养

“幼师”、“中师”师资为主，其任务是培养那

些直接服务于各个层次教育所需要的美术

教育工作者。而我国的美术教育的现状又恰

恰混同于普通美术教育，从招生考试到授课

内容，除毕业实习课安排之外，其它课程设

置与教学方法均与普通美术教育相同。鉴于

此，张道一先生曾指出:“高等师范院校的美

术系，严格地说应当称作‘美术教育系’，唯

其如此，才能纳人到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中，从而看出它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为此，张道一先生根据我国师范美术教

育的现状和实际，提出了只有将美术与教育

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既有原则又能变

通的科学方法，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美术

教育，使之成为一门教育科学，并提出了具

体举措:

    教育学:研究教育的现象，揭示教育的

规律。其中美术教育的位置、美术教师的具

体职责自会分明。

    教育原理:用哲学的观点来解释教育的

目的和价值。

    教育心理学:研究人在教育过程中的心

理活动规律，揭示儿童和青少年在道德品质

和掌握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心理过程。

    教育工程学:面对受教育者的各个发展

阶段，培养他们的性格、智力、技能和专长等

的设计，以促使其更快地发展。美术教育的

全部过程，也应进行合理的设计。

    教学法:包括普通教学法和分科教学

法。前者研究各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原则、内

容、过程、方法和组织形式等，后者则分别研

究每一课的以上特点，美术教育便是一个分

科。

    教育见习:对幼儿园和中小学的现行教

学进行观察与分析，有助于理论联系实际。

    教育实习:运用己获得的知识和技能，

在中小学和幼儿园参加教学工作，以验证理

论和培养实际工作能力。

    张道一先生阐述了一个最为重要的观

点，师范美术教育是培养美术教育家，而不

是培养艺术家，师范美术教育的最终目的在

于带动全社会美育的提高，培养各层次教育

所需的美术教育工作者。

    四、关于艺术学教育

    我国的艺术院校，培养了大量的著名艺

术家和艺术工作者，当我们回顾历史、肯定

成绩的同时，又可以看出，艺术教育结构存

在一个重要的缺陷:“即在实践和理论这一

对关系上，艺术理论研究和理论教育的不

足”。艺术教育主要侧重于艺术技巧、艺术语

言的训练，也就是说，无论是表演、演奏、绘

画、雕刻，还是工艺设计，往往在具体实践中

取得的成绩最大，而对于艺术学学科的建设

和艺术理论的研究和完善提高则相对较为

薄弱。虽然艺术院校一般都开设艺术史论

课，但都是为创作服务，为了艺术实践增加

知识和修养。也有零星的艺术院校设立了艺

术史系、科，但常常是孤立进行。而对于艺术

学的宏观思考、整体研究和艺术学的全面教

育，不仅显得薄弱，而且备受忽视。

    张道一先生在《艺术学研究》发刊辞中

指出，要探讨艺术发展的原理和规律，研究

艺术实践和艺术现象以及各门类艺术的共

性与个性，必须建立艺术学并重视艺术学的

综合教育。没有艺术活动和艺术实践固然谈

不到艺术的学问，然而只有艺术的创作和实

践也不能等同于艺术学的建立。长期以来，

艺术界重实践、轻理论，重技艺、轻研究的状

况十分普遍，因而造成了艺术实践与艺术理

论的失衡。鉴于这种状况，张道一先生倡导

建立中国的“艺术学”，并同时在东南大学设

立了我国的第一个艺术学系。艺术学系以艺

术学为重点开展教学和研究，从而为我国高

等学校填补了一个学科空白。张道一先生将

艺术学系设立在综合性大学，是与艺术学的

发展建设和艺术学教育分不开的。张道一先

生认为:“从人文科学的角度进行艺术学研

究，设在综合性大学中更有利于发展。他可

以与其他多种人文科学相互影响，也可以与

自然科学沟通。由于艺术学的研究带有综合

的性质，又属于人文科学的理论范畴，在科

研、教学和培养人才方面，艺术学系与艺术

院校便形成了自然的分工，并产生互补的关

系，无疑对于我国艺术事业的发展将会起着

积极的作用。”可以看出，张道一先生是将艺

术学教育作为一门综合的人文科学教育来

对待的，这正是艺术学教育区别于专门的艺

术门类单科教育之所在。我们以为，张道一

先生的艺术学教育思想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和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提倡美育或者说对于

普遍意义上的艺术教育是具有一定作用

的。

    对于艺术学的研究和教育，张道一先生

将其分作九个方面:艺术原理、中外艺术史、

艺术美学、艺术评论、艺术分类学、比较艺术

学、艺术文献学、艺术教育学、民间艺术学，

对这九个方面，张道一先生又作了进一步的

诊释。其中，艺术教育学包括艺术教育的意

义与作用、艺术教育的整体结构，它可以分

成几个层次的艺术教育:学前儿童艺术教

育，中小学艺术教育，普通大学艺术教育，高

等和中等专门艺术教育，社会艺术教育。可

以看出，普通大学艺术教育和社会艺术教育

是张道一先生艺术教育思想更为宽泛的延

伸，它进一步将艺术学教育从专门的艺术教

育拓展到全社会的艺术教育，这也是艺术学

教育作为一门综合性人文学科的体现。另

外，张道一先生还指出，在上述基础上，艺术

学将与多学科相结合，形成交叉的、边缘的

新学科，如中国艺术思维学、艺术文化学、艺

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伦理学、宗教艺

术学、艺术考古学、艺术经济学、艺术市场

学、工业艺术学、环境艺术学等，这些相关的

学科也是艺术学研究和艺术学教育应该涉

及的。

    张道一先生的艺术学教育思想是具有

综合性和普遍意义的艺术教育，艺术学教育

应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提高和社会主义

的文化繁荣，要有更多的人参加。而且从艺

术学理论研究来看，在各门类艺术研究的基

础上进行综合的分析与研究，有助于认识艺

术的共性、共同规律和共同特点，同时，也有

助于对各门类艺术自身特点认识的深化。张

道一先生在东南大学设立的我国当代第一

个艺术学系可以说是他艺术学教育思想的

实现和最好例证。

    (潘奋生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 艺术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