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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跨入21世纪的中国，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已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
基础地位；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又十分明确地把美育纳入社
会主义教育方针中来，给予美育以应有的地位，终于使社会主义教育成为一种完全的教育。
实施美育或审美教育，其最根本的形式或主要的形式，就是艺术教育，因为艺术比其他事物的审美含
量都充盈而集中。
但是，艺术教育绝不等同于审美教育，把二者等同起来的观点，实是一种误解。
艺术教育除了包含审美教育的内容、功能之外，还包含非审美教育的内容和功能。
尽管有这样的不同，却都涉及全面素质教育。
如果说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涉及不同层面的素质教育，那么，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却可以或
可能涉及全面素质教育。
就某一层面的素质教育而言，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远不及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那样突出、确
定、深刻、有力；就全面的素质教育而言，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又不及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
那样广泛、整合、融通，富有韵致。
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的优点和长处，表明它是全面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种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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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雕塑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它与人类的艺术创造意识几近同龄，伴随着人类走过近万年的岁月；雕塑又
是一门年轻的艺术，人类的新观念、新工艺总是被迅速运用于雕塑创作中；雕塑是一门崇高的艺术，
人们为英雄塑像，为功臣立碑，用铜与石传承一个民族的信念；雕塑又是一门亲人的艺术，街头巷尾
那形式各异的雕塑都在默默地装点着人们的生活。
    雕塑艺术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社会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作为一门实践性的极强的艺术，雕塑创
作永远走在理论的前面，这也使雕塑的发展似乎充满了天才的创想与不可预知性，甚至被看做是由一
件件杰作和一位位大师串起来的艺术。
从古至今，大大小小的雕塑多得数不过来，但真正由经验丰富的作者用手中的笔，为雕塑艺术提供了
珍贵资料的文稿实在少得可怜。
在中国，据说唐代雕塑家杨慧之著过《塑诀》但已佚。
当时对雕塑艺术的理论研究，一方面是纯粹的实物雕塑史，另外则主要是结合实例的技法教育，这两
者都可以作为非艺术专业大学生雕塑艺术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很难做到系统完整、深入浅出，
对于广大希望了解雕塑艺术的非艺术专业大学生来说，显然不能完全满足对于艺术教育的需求。
那么，怎样才能根据非艺术专业大学生的特点用最短的时间介绍雕塑艺术，使大学生可以从简单的实
践中体会到乐趣呢？
基于此，撰写一本《雕塑艺术教育》就成为势在必行的工作。
    撰写《雕塑艺术教育》一书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与困惑，因为雕塑是一门历史如此悠久、范围如此广
泛的艺术，除了三维艺术形式这一公认的标准以外，我们几乎难以为雕塑下一个精准的定义，雕塑的
概念与范畴永远在迅速变化。
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注定了用文字将雕塑艺术的壮美传授给大学生的道路不会平坦。
一方面，了解中国雕塑艺术中的民族精神和审美观念，对于当代大学生的民族认同至关重要，而将中
外雕塑发展加以对比，又可以使大学生开阔眼界。
同时通过欣赏与实践内容的安排，有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的艺术欣赏境界与实际动手能力。
综上所述，雕塑艺术教育有助于大学生综合素养的提高，能够起到正面的社会效应，可以为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作出自己的贡献。
万事开头难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但为大学生接受雕塑艺术教育提供帮助的工作必定要有人去做，笔者
愿用自己的努力为雕塑艺术教育打下基础，为艺术教育的圣殿兴建一座壮美的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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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动态胸像的动态关系更为复杂，头、颈、胸腔三个体的变化交织在一起，既各有特点又要整体统
一。
首先，头与颈之间可能有俯仰、左右扭转的变化；然后是颈与肩，这一层的运动关系主要是俯仰，因
为扭转主要服从头所处的角度；还有肩部的变化，人的肩膀由肩胛骨和锁骨连在胸廓上，它可以在韧
带的活动范围内自由滑动，人疲惫时驼背，肩膀向前，人挺直胸膛时，双肩自然向后，还有一些激烈
的动作，两肩一前一后，这都是作者要考虑的问题。
5．局部刻画胸像的局部刻画除了头像中应注意的地方外，主要是胸颈部的骨点和肌肉。
首先是颈部肌肉与肩部的交接问题，胸锁乳突肌上端与枕骨相连，下端与锁骨头相连，两个锁骨头间
的部位叫颈窝。
另外一组对颈部和肩部外形至关重要的肌肉是斜方肌，它上端连枕骨，下端与肩胛骨相连，久经锻炼
的人斜方肌往往格外发达，外形明显。
胸大肌是男性青壮年较明显的体貌特征，一般形体厚实。
后背上较明显的是背阔肌。
塑造肩部较重要的是三角肌、臂部的肱二头肌、肱三头肌等。
胸像的肌肉群最大的特点是复杂但较整体，一定要注意肌肉间的穿插，注意到什么样的动作需要哪一
组肌肉收缩或放松。
由于胸像的尺寸比单纯的头像大了很多，因此作者一定要注意到前后的对称问题，要保证前胸的正中
和背部的脊椎在一条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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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雕塑艺术教育》：艺术教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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