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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美术教育史不仅能深化文化史学的内涵，而且对我国美术文化的发展及美术教育的改革也有
重要的意义。
通过研究美术教育的历史，能为正确认识美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思考依据；是改
革我国美术教育的需要，也是我国美术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
本著作研究与编写中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思想，按不同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
，把各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形式与美术思想放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揭示其
内在联系。
对不同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及成就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
对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了整理。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恳请同仁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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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道森，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曰本现代美术协会会员，中原画院顾问，高等学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
国家教育部体卫艺术司高师教材编写组委员，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及成果评审专家，高校评估专
家。
出版学术专著： 《世界美术简史》、《中国美术史》、《美术鉴赏》、《中外美术对比发展史》、《
造型艺术美学》、《浙江近现代美术教育史》、《公共美术教育论纲》、《美术鉴赏基本常识》等18
部；发表学术论文109篇；美术作品参展与发表40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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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美术与教育 二、汉代民间美术传承与教育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文入画家的美术理论与美
术教育 二、书法学校与师承教育 三、佛教美术的传播与教育 四、民间美术教育 第三节隋唐时期 一、
行会与文人美术教育 二、佛教与民间画工教育形态 三、隋、唐时期书法教育 下篇（五代—清） 第一
节五代两宋 一、“翰林图画院”美术教育 一、“画学”——培养绘画人才的专科大学 三、宋代“书
学 四、文入画教育及教育思想 五、北宋建筑美术教育 第二节元明两代的美术教育 一、绘画美术教育 
二、手工艺美术教育 三、印刷术与版刻画谱的兴盛与美术教育的发展 第三节清代美术教育 一、清代
文入画教育 二、画谱与美术教育 三、经验艺诀与美术教育 四、以家庭为单位的传承方式 五、行业文
化在技艺传播中的美术教育 第四章欧洲文艺复兴至19世纪美术教育 第一节文艺复兴美术教育 一、佛
罗伦萨迪塞诺美术学院 二、波伦亚美术学院 三、罗马圣卢卡美术学院 第二节16世纪宗教改革与美术
教育 第三节17—19世纪学院美术教育 一、法国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 二、18下半叶其他国家美术学院 
三、罗马法兰西艺术学院 四、巴黎皇家建筑学院 五、巴黎美术学院 六、国立列宾美术学院 七、英国
皇家美术学院 第四节专业艺术家教育和工艺设计 一、法国装饰艺术学校 二、工艺美术运动 第五节工
业革命与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兴起 一、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兴起 二、师范美术教育 三、幼儿园美术教育
萌芽 四、科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五章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 第一节清末美术教育的转型（1840
—1910年） 一、美术教育的潜在变革 二、新式学堂美术教育 第二节民国时期美术教育（1912—1937年
） 一、民国初期学校美术教育（1912—1919年） 二、“五四”时期至抗战前的学校美术教育（1919
—1936年） 三、“十年内战时期”师范美术教育（1927—1937年） 第三节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美
术教育（1937—1949年） 一、“抗战”时期国统美术教育 二、抗日民主根据地美术教育 三、日伪统治
下的美术教育 四、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美术教育 第六章20世纪外国学校美术教育 第一节中小学美术
教育 一、二十世纪儿童美术教育研究运动 二、美国的美术教育 三、俄罗斯美术教育 四、日本美术教
育 五、德国学校艺术教育 第二节外国20世纪主要艺术教育流派 第三节21世纪艺术教育改革趋势 第七
章新中国建国初期至“文革”时期美术教育（1949—1975年） 第一节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小学美术教育
（1949—1966年） 一、幼儿艺术教育目标与内容的确定 二、中小学美术教育 三、中小学教材建设 第
二节新中国建国初期师范美术教育（1949—1966年） 第三节新中国建国初期专业美术院校的教育
（1949—1966年） 第四节“文化大革命”时期美术教育 一、对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摧残 二、高等美术教
育遭受严重损失 第八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术教育 第一节改革开放初期美术教育的恢复与发展（1976
—1986年） 一、新时期基础美术教育 二、师范教育的恢复发展 三、专业院校的美术教育 第二节普通
学校美育地位的重新确立（1986—1993年） 第三节美术教育的全面发展（1994—2000年） 一、中小学
美术教育 二、师范美术教育 三、普通高校美术通识教育 四、其他形式的美术教育 附表世界美术教育
史大事纪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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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汉代刺绣制品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超过了前代，图案更为复杂。
刺绣的主题花纹有龙、凤、虎和一种三头的鸟，构图奇特生动。
汉代，由于严格区分官阶等级的制度，对服饰刺绣的图案也有了新的要求，即直接从绣衣上显示出地
位的尊卑、官位的高低。
东汉末年，皇室衰微，礼制松弛，给刺绣工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刺绣打破了宫廷垄断的局面，又在民间流行起来。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浙江出现了艺术绣，且技艺日见精湛，使用的范围也逐渐扩大。
 这些手工艺的美术形态，一般分为官方工艺和民间工艺两大系统。
官方工艺是官府组织下的以服务于贵族需要的手工艺形态。
它的职能机构虽属于官府，但工匠的来源却是民间阶层。
“民间工艺的组织形式一般分为三大类：其一，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艺，艺人多以农家妇女为主体
，生产的织锦、刺绣品、剪纸、面塑、服装等，大都与生活密不可分。
其二，是专门从事特艺的家庭手工艺，以家庭形式开办，工匠几乎都属于市民阶层，比农家手工艺更
讲究工巧的艺术性，有专业化的特征，如雕刻、塑作、家具、揉漆工艺等。
这类艺人一般以技艺谋生，既为民间阶层生产，也为宫廷贵族服务，在传承观念方面有保守的一面。
其三，是作坊形式的家庭手工艺，以生产批量的实用品为主”，技艺的传授权和教育权仍由家长所把
握。
 一、秦汉官方美术与教育 1.秦统一前问世的《吕氏春秋》是为统一后秦国规划思想和教育蓝图的，其
中的教育思想以阐发儒家学说为主，结合时代需要又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倡德教，重乐教，尊师
、敬学、任贤几个方面。
该书综合儒、墨、名、法各家之长，兼收并蓄各家思想，在调和折中也有自己的编撰原则和倾向。
它认为，天下大治系于“圣人”，圣人之出通过“疾学”，而“疾学在于尊师”，还指出自古圣王无
不尊师，如天子人大学，祭先圣，对师勿施以君臣之礼，这就是体现“尊师”、“敬学”。
还对学生如何“敬师”作出许多规定，如：侍奉老师必须和颜悦色，恭谨庄重；对教师所教，必须言
听计从等。
但这些内容却没有被秦始皇采纳。
其中的文教思想却为随之而起的汉代统治者所吸收，成为汉代文教政策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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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外美术教育史》是游艺丛书之一，对不同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及成就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
，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对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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