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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术教育学》为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组编的高师专科美十教育专业必修课教材。
作者根据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现状和教学经验，主要阐述了美十教育的发展史、目的论、学习论、课程
论、教学论和教师论等问题。
《美术教育学》注重联系专科美术教育课的实际，体例适当，每章后都设有思考题，具有较强的实用
性和师范性。
可供高师专科成人教育和广大美术爱好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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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经济目的与经济状况　　将美术视为纯精神性而与经济生活全然无关，也未见公允。
美术本身既包含精神性也包含着一定的物质性。
　　美术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一）美术在造型性上与非美术的
造型活动相同，从而使美术教育在造型能力的培养上能满足广泛的经济生活的要求，反过来说，广泛
的经济生活的种种需求也将促进美术教育的发展。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创造了与自然世界相对的庞大的人造世界。
在人造世界中，除了观念和符号体系外，人们目之所及，身之所触，比比皆是人们创造出来的建筑、
机器、工具和器皿等。
人们在创造这些东西时，意图当然首先在其实用性，但在满足这一功能的同时，也努力反映出人的审
美趣味和理想。
人们在现实的造型活动中，必须在大脑中首先生成某种形象，然后通过制图的手段，将其物化为某种
设计蓝图。
这一手段主要是通过图画的训练而获得的。
因此，在经济生活迅速发展时，就有可能连锁引起美术教育的发展。
比如，我国近代学校美术教育的发展，就与当时整个社会对科学与实业的追求分不开。
1919年建立的著名的德国魏玛的包豪斯学院，也是适应了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而诞生的。
　　（二）产品都具有实用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性质，在实用性大体接近的情况下，审美性就会成为
商品竞争的重要因素，所以，审美趣味和品质在商品上的反映，将直接影响其经济效益。
反过来，对商品审美品质的追求，将对美术教育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德国著名美学家朗格清楚地看到了这点。
他认为，国家的经济生活必须借助于艺术的进步才能迅速增长，一个国家的人民若能多方面发展自己
的艺术才能，就能在经济的竞争中胜人一筹。
正是从这一见解出发，他主张美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一定鉴赏力的国民，而不是艺术家。
事实正是如此，由于激烈的商业竞争，许多国家对工艺改良的要求日益强烈，终于引发了19世纪中叶
漫延于欧亚诸国的规模空前的美术教育运动。
　　（三）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对美术教育的规模、质量具有不容忽视的制约作用。
经济的发展，能为美术教育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
美术教育的办学规模、教学环境和设备的改善、教学手段和方法的更新、教育门类的增加，都依赖一
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对此，事实同样是彰显的。
在我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的美术教育的条件与设备就明显优于内地，城市明显优于农村。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富足，国家会逐步增加对美术教育的投入，不但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学校
尚不敢问津的电脑绘画和制陶课程将进入普通学校，而且还会有更多、更新的东西进入到我们的学校
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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