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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提倡美育教学，颁布相

关政策，并明确美育的重要意义和指明了教育工作方向，

按新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将“美育”定义为“培植、陶

冶人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发展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培养高尚情操和文明素质的教育”[1]，可知美育涉及到心理

学、文学、哲学等学科，但总体是以艺术审美为教育主体。“培

植、陶冶人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是相对容易的，但要

做到使学生发展出“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培养高尚

情操和文明素质”就较为困难，笔者认为需要在理论类课

堂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以增强其自主审美意识和提高创

造力，而实践类课程则需要在教学中巧妙地在融入“礼教”

方面的引导，以达到潜移默化地的效果。论文将尝试以美

术作品分析和书法训练课堂为例对此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

为例

由于理论类课堂往往乏味枯燥，学生缺乏主动性而演

变成知识灌输，缺乏教育效果，因此采用多种策略，如“索

引卡法”“问题式学习法”“辩论法”“头脑风暴法”——

总之“以学生为中心”来进行教学才能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

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的潜能开发仅为冰山一角，此理念

运用于教学上需要老师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

性，让其成为课堂的主体，以激发其潜能。“以学生为中心”

理念的提出最早是受到美国杜威“儿童中心论”的影响，

进而扩展到中小学与高校教育，经过检验这种教学是富有

成效的。不过“以学生为中心”并非是可按部就班操作的

工具，而仅仅是一种指导理念，还需要教师在课堂上要做

到“心中有模，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方能具体落实。

以美术作品分析课堂教学为例，比如在分析印象派绘

画时教师只需陈述知识背景，介绍印象派诞生于 19世纪中

叶的法国，逐渐成为了欧洲美术运动的主流，它的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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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和观念上都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将绘画

引领到一个全新的以主观印象为主的世界，是西方现代派艺

术的发端。然后即可进入“以学生为中心”的话题，了解学

生想学什么，需要学什么，对哪些内容有兴趣，进而为其设

置“索引卡”和“学习指南”，要求学生自主创建学习活动，

并采用“问题式学习法”，目的在于解决某些问题，而学习

本身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具体而言，即是探索印象派不同分

期的问题，总结和分享早期印象派、新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不

同绘画方法和理念的问题。在课堂互动过程中可以让学生以

二三人为一组来讨论某问题或某作品，提示学生可通过四个

层次的提问与对方交流，辅助他们进行不同层次的思考，四

个层次可以设置如下，“作品是如何创作的”“为什么用这

种方式创作”“如果不用这种方式创作，它会是什么样子”“历

史上有类似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吗”。实施此类教学活动时，

学生在“问题式学习”过程中往往会在探索解决方案中演变

成“发现式学习”，教师此时再可引入“竞赛法”或“论文

发表法”，允许和鼓励他们选择某个主题进行更深入地探索，

并将最终成果写成文章公开发表或参加竞赛，甚至与国内外

同行交流，如此则能最快速的促进学生的成长，并使其体会

到取得学习成果所带来的成就和乐趣，成为下一次探索的

动力。

专业教育通常是使用技术性的方法进行教学，如艺术

教育中一般是运用高度专业化的历史学术语来研究和教学，

容易缺乏对总体关系的理解。《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在论

述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关系时提出一种观点“通识教育的

目的在于提供广泛的批判意识以便能辨识出任何领域中的

能力”，而且认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区别都不在教学

内容上，而在方法和观点上”[2]，倘若以书法训练课堂教学

为例则是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不仅仅是一点一划有怎样的书

写技法，而是包含技法当中蕴含的哲理和秩序，这种教学理

念类似中国先秦时期“乐教”与“礼教”相统一的教学方式。

先秦儒家认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

因此音乐并非仅是“黄钟大吕”，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理解

音乐的根本精神，达到敦人伦、厚教化的社会作用。孔子讲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道理亦在于此。现代教育者也

已意识到此问题，王德岩先生《大学美育讲义》书中第二节

“生活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就提到中国文化是美善合一，

礼仪传统已是中国人生活美学中的一部分 [3]。但是“书教”

与“礼教”该如何实现统一呢？这并非纯粹依赖教学方法所

能解决，而是需要教师对此问题先有深刻的哲学理解然后方

能贯彻于课堂教学。书法审美追求的是不变的“道”，但“道”

的具体体现是多样的，世界才能“和而不同”，天地万物生

生不息，体现在于书法方面则是能书写者通过笔墨将天地万

象的形态与质感和谐地呈现于纸上，最终的书写效果既能被

社会共识所接受，即不逾越“法度”，正像社会生活中符合

“礼”的基本要求，同时由于作者身心合一，他的情感在笔

墨间能得到和谐统一的体现。具备了这样的哲理认识那么在

书法教育中由“书道”延伸到“法度”便毫无阻碍，不过是

像世俗社会中的“人道”延伸到“礼仪”一样而已。

在具体书写教学中落实“书教”与“礼教”相统一的

教育理念也需借助多种教学策略。如采用“小组学习法”，

分组讨论笔画写法中点“如危峰坠石”、竖“如万岁枯藤”

等等所象征或能联想的天地万象可以组成何种画面和意境，

她与绘画在意向传达上有何异同。对于结构训练中主次、避

让、附丽等法则，章法训练上对比和协调的关系处理，她们

与社会生活中设置礼仪的相同之处便可采用“角色扮演法”

或“游戏教学法”，让学生通过展现生活中礼仪时刻的情景

再现来体会“礼”和“书”的类似精神，通过活动在课堂体

验中激发学生的道德情感。总之教师可采用任何能体现书法

精神的活动贯穿于教学当中，将静态教学变为动态教学，使

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有效地掌握艺术、生活、哲学的联

系，毕竟教学的宗旨是培养“人”，而非仅仅是培养“书法家”。

最后还可以配合“社交媒体法”，将各种游戏教学片段通过

社交媒体来发布，与他人分享信息作有益的交流，积累更多

教和学的信息资源和经验。

唐代文豪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认为，“教育不仅只是传授知识，

而且也包括在年轻人的头脑中培养某些才能和态度”。简言

之教育重在“传道”，培养学生成为“人”，这已是中西教

育界的共识，要达成这样的目标美育教学必不可少，而更具

体的课堂教学方式则是理论课坚持和落实“以学生为中心”，

实践课借鉴儒家“乐教”与“礼教”相统一的方式，同时配

合多种静态和动态的教学方法，从笔者的实践效果来看这是

一种相对优秀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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