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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设计教育文集》是云南设计教育界的第一本专业的理论文集，也是广大教师们辛勤努力的
结晶。
期待着今后每年能出一辑，同时也希望它能成为教师们进行学术交流的一个平台，并有力地推动我省
的设计教育和设计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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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理论包豪斯的理想、观念及其负面影响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设计教育论美和艺术的原则艺术三
论江新城区居民的现状调查分析及对现代人文居住型新民居的艺术设计构想——以福慧路、东界河一
带民居为例“朴于外而坚于内”——明式家具的艺术格调创新与管理概念的感悟——探讨培养学生创
造性思维的方法浅谈艺术设计教育中的实践教学关于艺术设计教育发展方向的思考——从社会文化需
求与民族性、世界性的角度反思与启迪——开拓设计创新教育之路高职艺术设计教育“双师型”教师
队伍建设的几点浅见评当代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的构成教育对艺术设计教育观念与实践的认识初
探艺术设计创意教学的教育学理论依据艺术设计教学与云南本土资源的利用曲靖市景观生态格局数据
空间粒度转换效应研究浅谈艺术设计人才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浅谈中国广告教育基本现状及发展思路室
内设计教育的内涵及其思考读《贝聿铭的艺术世界》有感新媒体艺术的平民化倾向应用型教育就是就
业教育——关于艺术设计类学生就业情况的思考论艺术设计教育中创造力开发的重要性从设计自己开
始——关于心灵健康和设计教育的实验性课题《我的性格》小论民族腰饰浅论人文教育在高等教育设
计学科中的重要性实践与教学试论艺术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从时代变革中看品牌形象再塑
造面向市场“实战型”毕业设计教学推进艺术设计类教育知行合一浅谈数码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方法
艺术设计与人文精神高校学生专业实践课程之所见新媒体数字艺术的教学和应用试论室内设计及教学
中的“色彩”问题跳出平面理解视觉传达——浅谈视觉传达教改与实践新时期地方高校艺术设计教育
体系的思考与构建在西方自由版式设计风格影响下的编排设计教学方法论照明设计程序关于照明系统
中的商业照明商业建筑设计中的场所精神探究论楚雄彝族民居设计风格与设计借鉴浅谈彝族刺绣中的
美学价值浅说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室内设计人体工程学研究与设计创新的关系三维建筑漫游技术在环
境艺术设计专业中的融人与拓展从云南民族工艺到云南旅游商品设计消费者眼中的电视广告课程与教
法对图案与装饰设计教学的再认识“传统文化再创新”在设计教学中的探索设计素描教学谈设计素描
教学目的与教学方法设计基础教学之探析环境设计中的“以人为本”城市轨道交通站场环境设计要点
探析回归艺术与生态的双重视角——浅析富民艺术家村的设计构想林黛玉性格与潇湘馆室外环境的园
林意境研究试分析水墨动画与媒材的关系浅论现代字体设计的发展概况当怪诞遭遇广告包装设计中如
何运用好触觉心理招贴设计中的象征符号运用让寄生者强大起来——关于广告公司自身品牌运营的设
想浅析音乐CD包装设计中的图形语言看装饰性漆画中的设计表现平面设计教育中“艺”与“技”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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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思想与理论　　包豪斯的理想、观念及其负面影响　　一　包豪斯　　诸公，包豪斯不是现代建
筑和设计艺术唯一的推动者，但它却是强有力的推动者，是一个象征。
不了解包豪斯，就不能算了解当代西方的艺术历史，也不能算了解西方传统文化艺术向当代的转型，
尤其在现代建筑和设计领域更是如此。
因为只把架上艺术当做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主流是不恰当的。
事实上，艺术发展的历史是多途径展开的，各个领域的艺术家都在自己的领域对“现代性”和“当代
性”内涵进行着注解。
从传统的工艺到现代和当代的设计，这个过程是现代性和当代性艺术文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进程中，包豪斯学校在教学模式和艺术理念的转型方面，为现代和当代建筑等艺术文化历史创
造了决定性意义的语言方式和学术信念。
语言和信念的转型，是所有文化转型的根基。
这个根基对于艺术文化而言，不是本质的、进化论的，而是方法的、生活形态的。
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只有了解这一点，我们才不会陷入进化论艺术文化意识形态的窠臼，同时，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精
神，也才不会为学院派的学术陈规所左右。
　　包豪斯（Bauhaus），是德国魏玛的“公立包豪斯学校”（Staatliches Bauhaus）的简称，后改称“
设计学院”（Hochschule fur Gestahung），世称“包豪斯”。
“包豪斯”是德语Bauhaus的译音，由德语Hausbau（房屋建筑）一词倒置而成。
1919年4月12日，经过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的多方磋商和艰苦努力，魏玛的美术学院
和工艺美术学校合并成为一所新的学校，即公立包豪斯学校，格罗皮乌斯担任校长。
1925年，包豪斯在学术上的理想主义与当地保守的名流们发生冲突，遂迁往德绍办学，学校改名为设
计学院。
1928-1930年，瑞士功能主义建筑师H.梅耶任校长。
1930-1932年L.密斯·范·德·罗任校长。
1931年，纳粹控制了德绍议会，掌握了话语权，推行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总体论意识形态，剪除异
己，大肆批判包豪斯。
包豪斯不得不于1932年迁往柏林，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氛围中喘息。
1933年4月11日，刚上台的纳粹政府迫不及待地下令柏林警方查封了包豪斯。
专制主义的走狗——军人——冲进校舍，在没有对师生进行身份审核的情况下，就把人们装进了军用
大卡车，全部带走了。
四个月后，纳粹声言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可以让包豪斯重新办学：一是开除建筑师希尔伯西默，因
为此人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二是开除俄国人康定斯基，因为从其思想看，他是个危险人物，“他的思
想对我们构成威胁”——可能纳粹认为康定斯基是前苏联钉在德国的一个钉子。
但是，不待如此，校方已经以“经济状况陷入困境”的理由，解散了包豪斯。
　　在纳粹封校之前，包豪斯分别在魏玛、德绍、柏林三个城市办学整整14年。
14年弹指一挥间，但这所学校取得的成就却使许多老牌大学汗颜，也给许多新创办的学校极大的精神
启迪和讽刺，毕竟像格罗皮乌斯这样有伟大抱负、献身精神和教育、学术理念的杰出人物实在是太少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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