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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艺术设计类教材的出版十分兴盛，任何一门课程如《平面构成》、《招贴设计》、《装饰色
彩》等，都可以找到十个、二十个以上的版本。
然而，常见的情形是，许多教材虽然体例结构、目录秩序有所差异，但在内容上并无不同，只是排列
组合略有区别，图例更是单调雷同。
从写作文本的角度考察，大都分章分节，平铺直叙，结构不外乎该门类知识的历史、分类、特征、要
素，再加上名作分析、材料与技法表现等等，最后象征性地附上思考题，再配上插图。
编得经典而独特，且真正可供操作的、可应用于教学实施的却少之又少。
于是，所谓教材实际上只是一种讲义，学习者的学习方式只能是一般性地阅读，从根本上缺乏真实能
力与设计实务的训练方法。
这表明教材建设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从课程实践的角度出发，一本教材的着重点应落实在一个“教”字上，注重“教”与“讲”之间
的差别，让教师可教，学生可学，尤其是可以自学。
它，必须成为一个可供操作的文本、能够实施的纲要，它还必须具有教学参考用书的性质。
　　实际上不少称得上经典的教材其篇幅都不长，如康定斯基的《点线面》、伊顿的《造型与形式》
、托马斯·史密特的《建筑形式的逻辑概念》等，并非长篇大论，在删除了几乎所有的关于“概念”
、“分类”、“特征”的絮语之后，所剩下的就只是个人的深刻体验、个人的课题设计，从而体现出
真正意义上的精华所在。
而不少名家名师并没有编写过什么教材，他们只是以自己的经验作为传授的内容，以自己的风格来建
构规律。
　　大多数国外院校的课程并无这种中国式的教材，教师上课可以开出一大堆参考书，却不编印讲义
。
然而他们的特点是“淡化教材，突出课题”，教师的看家本领是每上一门课都设计出一系列具有原创
性的课题。
围绕解题的办法，进行启发式的点拨，分析名家名作的构成，一次次地否定或肯定学生的草图，反复
地讨论各种想法。
外教设计的课题充满意趣以及形式生成的可能性，一经公布即能激活学生去进行尝试与探究的欲望，
如同一种引起活跃思维的兴奋剂。
　　因此，备课不只是收集资料去编写讲义，重中之重是对课程进行有意义的课题设计，是对作业进
行编排。
于是，较为理想的教材的结构，可以以系列课题为主。
其线索以作业编排为秩序。
如包豪斯第一任基础课程的主持人伊顿在教材《设计与形态》中，避开了对一般知识的系统叙述，只
是着重对他的课题与教学方法进行了阐释，如“明暗关系”、“色彩理论”、“材质和肌理的研究”
、“形态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节奏”等。
每一个课题都具有丰富的文件，具有理论叙述与知识点介绍、资源与内容、主题与关键词、图示与案
例分析、解题的方法与程序、媒介与技法表现等。
课题与课题之间除了由浅入深、从简单到复杂的循序渐进，更应该将语法的演绎、手法的戏剧性、资
源的趣味性及效果的多样性与超越预见性等方面作为侧重点。
于是，一本教材就是一个题库。
教师上课可以从中各取所需，进行多种取向的编排，进行不同类型的组合。
学生除了完成规定的作业外，还可以阅读其他课题及解题方法，以补充个人的体验，完善知识结构。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系列课题作为教材的体例，使教材摆脱了单纯讲义的性质，从而具备了类似
教程的色彩，具有可供实施的可操作性。
这种体例着重于课程的实践性，课题中包括了“教学方法”的含义。
它所体现的价值，就在于着重解决如何将知识转换为技能的质的变化，使教材的功能从“阅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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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动作”，进而进行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素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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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在大众传播的基础上，从传播学一般原理出发，探讨艺术与传播结合的可能性。
主要内容包括：大众传播理论概述；人类传播的基本类型；大众传播的媒介分析；大众传播的内容分
析；大众传播效果的研究与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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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何传播都要经历编码的过程才能发生，相对应的，接受信息的人要经历解码的过程才能理解和接
受信息。
考虑到反馈环节，符号转化过程就更加复杂，传播者要根据受传者的信息反馈调节他的传播内容，继
而对以后的传播行为产生影响，那么他就要经过译码（翻译符号，使之成为可以理解的意思）、释码
（解释符号，弄清楚符号代表的意思）、编码（编辑符号，把讯息编辑成对方能够理解、可以传播的
符号）过程，相应的，受众也要经历译码、释码和编码的过程，整个传播活动才能完整。
只有建立在相同或相似的符号理解的基础上，双方才能达到沟通的目的，传播才能顺利进行。
　　第二节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　　一、人类传播的基本过程　　人类传播的基本过程具有动态性
、结构性和序列性，在此基础上对传播的研究可以通过传播活动的结构、环节和要素上进行考察。
由此可以划分人类的传播过程，包括传播者、媒介、讯息、受众、效果五个基本要素，继而引申为传
播学研究中的五个主要领域：控制研究（传播制度与传播媒介的规范理论、大众传媒的把关人地位）
、媒介研究（传播媒介的性质与作用）、内容分析（人类传播的符号与意义）、受众研究（以大众传
播的受众为主）、效果分析（传播的微观效果和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
　　举例分析：小李打电话给同事小张说：“今天下班我们一起吃饭吧？
”小张说：“好啊，晚上6点，老地方见”。
这是一个简单的传播过程。
在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到信息传播的过程：传播者（小李）使用媒介（电话）传达的讯息（“今天下
班我们一起吃饭吧？
”），受众（小张）作出反馈（同意）。
一个十分典型的传播框架构建起来了。
　　1.传播者——控制研究　　传播者是发起传播行为的人，传播活动的起点，也是传播活动的中心
要素之一。
传播者的基本职能就是收集、处理和传播信息。
他们利用某种传播技术和工具，发出信息主动作用于他人。
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控制着传播内容，同时他们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受到所在社会的基
本制度对他们的控制，他们本身也是社会控制手段之一。
因此，对传播者的研究又称控制分析。
　　传播者这一概念是相对的，在人际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受众的角色可以互换。
对于大众传播来说，传播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大众传播机构。
在艺术作品的传播中，传播者是艺术信息的发布和传播者，包括艺术作品的创造者、制作者、发布艺
术信息的相关机构，如艺术品的经销商、艺术展会的策展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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