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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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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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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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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八章　工艺美术鉴赏教育　　第二节　工艺美术鉴赏原则　　一、造型　　这两个同样发生在
中国社会背景下的例子，生动地反映着由于审美品位不同所产生的迥异工艺品消费意识。
　　（三）工艺美术品消费中的财力之分　　除了工艺美术消费中存在的地位与品味差别外，还存在
着财力，也就是购买力的因素。
当然，单纯的购买力差别必须在不受政治影响的前提下，在完善的商品经济体系中才能体现出来。
针对不同财力的消费者制作的工艺美术品，在用料是否昂贵，工艺是否精湛，装饰是否繁复上都有所
差别。
富人有使用金碗和穿绫罗绸缎的意愿，有以此炫耀的动机，自然也有相应的财力。
相比之下，穷人只能买得起粗陶碗，穿麻布衣服，在满足最基本使用需求的前提下追求有限的装饰。
　　工艺美术品消费中的财力之分一方面可以通过材料的不同显现出来，当在特定的环境下，生产者
和消费者都只能选择有限种类的原材料时，数量的多寡和工艺的精湛与否就成为攀比的主要对象。
中国的苗族女性有佩戴银饰的习惯，苗族选用银饰作为主要的装饰品是因为他们只能通过截留银质流
通货币（如银元宝、银元等），才能获得工艺美术品原料。
因此，在工艺品材料上难以分出高下时，女子身上银饰的数量和质量就成为苗家人比富的象征。
　　工艺美术品的消费与生产密不可分，正是有着不同的需求，才会有着丰富多样的工艺美术品生产
。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购买力差别进行细分的工艺美术品市场是生产者最容易掌控的，既不会涉及皇
权禁忌招致罪过，又不像文人品味那样难以捉摸。
生产者可以准确地有规律地针对不同财力的消费者，通过选料、加工等手段来控制工艺美术品的成本
与售价，以占领不同阶层的市场份额，满足各阶层的消费者。
当这种有序的情况延续的时间长了，自然也就会分化衍生出专攻不同市场的工艺品生产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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