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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兴旺和教育事业的繁荣，我国学校艺术教育近十多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
特别是随着素质教育观念的深入人心，素质教育实践的不断深化，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学校艺术教育，不仅在学校全面发展教育中的地位逐步地得到了确立，而且艺术教育的自身建设
也得到了飞速发展，它将以改革的、朝气蓬勃的姿态走进21世纪。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艺术教育是整个学校教育的最薄弱环节，这一现状并没有得到根
本性的改变，它离素质教育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这里面不乏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原因，但我认为，其中，理论研究的严重滞后，显然是影响学校
艺术教育发展进程的深层次因素之一。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证明，任何的社会实践都离不开理论的探索和指导，只有这样，陈旧的观念才能
更新，盲目的实践才能杜绝。
因此，在学校艺术教育正面临着良好发展机遇和挑战的今天，艺术教育的理论研究理应引起我们的足
够重视。
　　就我所知，郭声健同志所写的这篇《艺术教育论》，是我国以普通学校艺术教育作为研究方向的
第一篇 博士学位论文，同时也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有关普通学校艺术教育的理
论专著之一。
因此，该书的出版，无疑将对促进我国学校艺术教育的理论研究工作起到一定的作用。
该书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就普通学校艺术教育，特别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性质和目的、教学原则和教
学内容、艺术教师素质结构以及艺术师范教育改革等方面科学、系统、深入地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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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教育论》由郭声健编写。
我国普通学校艺术教育，特别是中小学艺术教育近年来发展很快，在许多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但在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由于行政导向的权威，理论研究的滞后，以及人们对于艺术及艺术教育的认识不一，实践中所积累的
成功经验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总结和理论上的提升，所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及时地被提出来并加以解决
，如此下去，必将影响我国学校艺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鉴于此，本文将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充分吸收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主要针对目前我国中小学艺
术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并就艺术教育理论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毋庸讳言，目前我国中小学艺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如管理机构不健全、教学设备奇缺、师
资缺额大、开课率低等，但这些问题大都是理论工作者所无法驾驭和难以解决的，为此，本文将把着
重点放在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教学理论的探讨上。
本文认为，目前在我国中小学艺术教育中存在着一种“异化现象”，它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
艺术教育的非艺术化，其二是普通教育的专业化。
这两个问题在艺术教育目的、艺术教学内容、艺术教学原则方法、以及艺术教师素质等方面都不同程
度地反映出来。
为了分析、讨论上述问题，本文安排了如下四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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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第一章 中小学艺术教育应该是审美教育第一节 艺术的本质是审美的一、艺术是掌握美的世界的
方式二、审美价值是艺术的最根本价值三、艺术功能以审美价值为基础‰第二节 不突出审美本质的艺
术教育不是真正的艺术教育一、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德育化问题二、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智育化问题三、
中小学艺术教育为审美教育而存在第三节 中小学艺术教育应该是审美教育一、审美教育的实质与实施
二、作为审美教育的中小学艺术教育第二章 中小学艺术教育应加强艺术欣赏第一节 关于中小学艺术
教学内容的争议第二节 艺术知识技能教学的地位与途径一、艺术知识技能教学在中小学艺术教育中的
地位二、艺术知识技能教学应主要在艺术活动中结合着进行第三节 中小学艺术教育应加强艺术欣赏一
、艺术欣赏教学在中小学艺术教育中的地位二、走出艺术欣赏教学的误区第三章 中小学艺术教学应该
是艺术化的教学第一节 中小学艺术教学需要艺术教学原则来指导第二节 中小学艺术教学的艺术融合
原则一、艺术融合原则的提出二、艺术融合原则的实施第三节 中小学艺术教学的艺术参与原则一、艺
术参与原则的提出二、艺术参与原则的实施第四节 中小学艺术教学的艺术愉悦原则一、艺术愉悦原则
的提出二、艺术愉悦原则的实施第四章 中小学艺术教师应该是艺术教育家第一节 什么样的教师最称
职一、中小学艺术教师现状二、为中小学艺术教师定位第二节 艺术师范教育的职责是培养艺术教师一
、培养目标：上讲台与上舞台二、素质要求：求专与求能结语附录一 部分省市中小学艺术课（音乐、
美术）开课率统计表二 新中国艺术教育大事记（1949－1999）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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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种人往往无视艺术教育的本质特征和独立地位，把艺术教育当成是“饭后的甜食”，把艺术教
育看成是理所当然地为德育、智育服务的教育，进而把艺术教育纳入自已所在德育或智育的势力范围
，就像上面所述的情况那样。
　　另一种人则是艺术教育的倡导者、支持者和主人翁，他们有心甚至竭力为艺术教育在中小学教育
中争得一席之地，也采取了对艺术教育的德育、智育功能大加赞扬的方式，其目的是为了改变和提高
艺术教育的地位，然而，这种做法实际上却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获得了相反的结果。
但不管怎样，这后一种人对艺术教育的出发点是好的，而且，要想让人们对艺术教育有一个全面和科
学的认识，毕竟不是一件说到做到、立竿见影的事情。
事实上，其中有一部分人可能对艺术教育的价值和功能有着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但出于对目前中小学
教育现状的考虑（智育、德育占据了中小学教育的绝对主导地位），他们强调艺术教育的德育、智育
功能，也许是一种策略或者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一问题不仅在我国存在，在国外也同样存在，像美国就是这样。
　　在绪言里我们曾谈到，1994年，美国政府以法律形式通过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这项
法令把艺术（包括音乐、视觉艺术、舞蹈和剧院艺术）增列为美国基础教育中的核心学科（核心学科
共七门：英语、数学、科学、外语、艺术、历史、地理），最近他们又制订出了《国家艺术教育标准
》，这表明，艺术教育在美国基础教育中已经获得了独立、平等的地位。
这一结果，可以说是热心于艺术教育的人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而争得的，其中就艺术教育各方面作用
（尤其是在开发智力上）对各方面人士所作的大力宣传，可以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包括游说美
国国会。
对类似这样的做法，有人提出了批评意见，也有人表示了理解，这从下面要讲到的布里顿、瓦尔瓦赛
、雷默等人有关音乐教育的论述中不难看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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