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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实与理想始终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维度，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是在现实与理想构成的维度中进
行的。
    尊重现实，使自己的活动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就能增加活动的有效性，反之则会徒劳无益，或者收
益甚微。
从相反的方面看，理想又是行为发展的动力，没有理想，人类就会故步自封，止于原地。
现实与理想的关系是辩证的、动态的，它们始终处于一种变化的状态中，以往是理想的东西，经过努
力就变为了现实的东西。
因此，现实和理想始终与时间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就时间的某一点来说，我们在现实与理想的维
度中找到一种恰当的关系，就能使自己的行为具有一种张力，既贴近现实，又追求理想。
    本书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从追求美术教育的有效性出发，对美术教育的诸种问题加以认真的梳理，
并在现实与理想的维度中加以把握。
我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和教师观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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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66-67页4．2．2人文精神对美术课程的渗透　　无论作为统一美术课程，还是选择性的美术课
程，都应该将美术本体知识(含技能)与其意义系统相联系。
在美术的意义系统中，最本质和普遍的应该是人文精神。
正是人文精神使得形式化的美术知识和技能变得具有生命力，并与社会发生最大程度和最广泛的关联
，赋予美术本体最大的价值。
因此，无论是义务教育美术课程和普通高中的美术课程均应被赋予人文精神。
　　那么，什么是人文精神呢?其实它与人文主义、人文性等概念具有几乎相同的含义。
　　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一概念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但在我国，由于翻译上的原因，也有人称之
为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
人文主义这一概念无论在古代世界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都没有出现，直到1808年才由一个德国教育家
根据拉丁词根humanus杜撰了德文humanismus，而英文的humanism正是来源于这一杜撰的德文概念。
实际上，在15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就使用了humanista(英文为humanist)来称谓教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师
。
这些教师所教的科目被称为"人文学科"，在当时包括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哲学等科目。
这些科目被认为是有关人的全面修养的重要科目。
然而在事实上，它往往又被视为科学学科的对立面。
[6]启蒙运动以后，科学的地位越来越高，因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告诉人们，是科学真正给社会带来了根
本的变化。
相应地，科学教育在学校中也日益受到重视。
正是基于一种极端的实用功利主义的认识，传统的人文学科的价值逐渐为人们所忽略。
不仅如此，人文学科与科学学科在学校体系中还遭到人为地隔离，导致的结果是学自然科学的人缺乏
人文知识，学人文科学的人不懂科学知识。
　　其实，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关注的对象是不同的，两者具有互补的关系，谁也不能取代谁。
　　如果说自然科学更关心的是物的话，人文科学更关心的是人。
有论者将教育分成技术教育、导入教育和人本教育。
技术教育主要是让学生获得生存所需要的技术；导入教育主要将学生导人群体的现实；人本教育则更
关心人的各种潜能的开发，使之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单纯的技术教育是缺乏人文意识的，而导入教育和人本教育则与人文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谓人文性包括人存在的意义、人的尊严、价值、道德、文化传统，人的知、情、意、人格都是其中
的内涵。
人文性更多地是由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所体现出来的。
自然科学是中性的，人文科学才具有道德与价值倾向。
正如德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所说的，自然科学是时代的列车，而人文科学才是时代列车的司机。
科学是一种动力系统，但方向始终是由人的人文态度把握的。
　　一个新技术，比如克隆技术的诞生，人文学者首先要考虑它对人及人的价值的影响，其实，有人
文精神的科学家也应该作这类思考。
当然大多数科学家可能更在乎追求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复制，纯粹的探究精神似乎成了科学家惟一的追
求，即他只管发明、创造，探求事物内部的关系和自然的奥秘，一旦达到这一目标，他的任务也就完
成了。
至于科学技术的成果，则是社会使用者的事情，可以运用于善，也可以运用于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术教育>>

编辑推荐

　　《美术教育：理想与现实中的徜徉》从追求美术教育的有效性出发，对美术教育的诸种问题加以
认真的梳理，着重在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和教师观三个方面把握美术教育中理想与现实问题。
在现实与理想的维度中，寻求一种恰当的关系——既贴近现实，又追求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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