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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美术教育应该走向阿方？
应该如何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
应该如何在已有的体制中植入新观念、新知识、新方法？
对不断被冲击的传统美术教育模式进行改造，承接社会发展与文化传统的深厚根基，倡导引领时代前
行的精神价值，树立具有学术意义的专业典范，建构适应当下文化发展的美术教育体系，就成为当代
美术教育工作者无法推卸的责任和时代赋予的使命。
《转型建构中的当代美术教育》收录美术学院教师对当代美术教育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案例，整理、汇
编学术研讨会上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发言和论文，将为我们留存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也将为我国美术
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积攒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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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问题二 实验艺术教育如何开展？
 在概念上，实验艺术和相关的艺术教育，应被视为经历过激进的全盘西化、反传统及西方样式主义实
验过程后的思想性产物，是对曾经“有效”挪用热点政治和社会学符号等策略性文化观，以及思考除
此之外“中国当代艺术还有什么价值”等贴近生命真实的问题。
从回顾过去深陷西方艺术史方法论和阐释逻辑的实践，到采取主动拒迎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被激活和
被打开的许多压抑已久的视觉、触觉、感觉以及想象的空间，也看到了被释放出来的文化激情和偏颇
选择过后的一片荒芜的文化景观。
今天这些经验正被转化成不同的知识，被作为寻求不同于“被激活”的生存真象的条件。
虽然说，今天的实验艺术还没有拿出让人信服的东西来，但作为一种不被可替代的文化存在，譬如“
无—有—无”的文化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相—象—像”认识观等，对于这些尊重自然形成
的思想给予充分的文化尊重。
因此，除了要学会耐心地倾听别人的诚恳叙述，也要用心地体验自已的心声，才会使“实验艺术教育
如何开展”的设问产生积极意义，从而达成宽厚的文化实验基础。
 在现实里，实验艺术在体制内拥有了合法性，并不表明实验艺术教育与实践的文化理想就是顺理成章
的事。
高校美术教育网开一面接纳实验艺术教育形态，是由于自身受到的两方面压力：一是面对社会日益增
长的新现实需要，许多闻所未闻的视觉方式和交叉生成的新思想领域、多向度传播与扩散的需求迫使
习惯势力须下软身段，开个口子，让陌生力量发挥既能激活僵化又不至于伤及颜面的功效；二是所谓
师承经典美术教学套路和技术技巧授教的机制自身无法成为创新知识来源，引入实验艺术，其重视文
化研究，讲求思想动力的训练，兼容有益于文化基因成长的“无用之用”实验态度，至少不会像“先
锋艺术”“前卫艺术”那样动不动就嚷着颠覆与反叛。
 如果以上分析基本属实，“方法”的设问就绕不开如下三个方面： 1.在所谓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
经济”（图像、信息、社会艺术、话语权、后殖民等）时代，技术与技术实力、概念定义权与话语权
之争，实际上是思想和文化观念之争。
能否走出当下的认识误区，辨明当下所处文化境遇的位置，找准转型的切入口才是根本。
因此，习惯方式的更迭和语言转向式的反诘成为当下提升思想力的理由。
即使西方视觉艺术逻辑和文化阐释标准几乎融入并左右了我们当下的行为方式，在“断臂”几无可能
的条件下，在一代人（不同地域性）和一代人（不同文化理想）的活法中确立思想来源的要求，应是
实验艺术教育方法构建的方法之一。
 2.在所谓体制化的学院平台和教育方法的实验里，仍有两个问题要解答：一是怎样在解构所谓专业的
普适性价值观时，启发性地终结那些既定美学模式以应付百态生活的荒唐惯性；二是如何摆脱使用“
知识之网”去捕捉真理的学院习气，以自身为对象，在独特的文化实验性、拒世性和反叛性思维里置
身于社会生活中。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转型建构中的当代美术教育>>

编辑推荐

《转型建构中的当代美术教育》为华南师范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成果。
对不断被冲击的传统美术教育模式进行改造，承接社会发展与文化传统的深厚根基，倡导引领时代前
行的精神价值，树立具有学术意义的专业典范，建构适应当下文化发展的美术教育体系，就成为当代
美术教育工作者无法推卸的责任和时代赋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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