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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我国师范美术教师教育落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
我国师范美术教育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教育理论研究滞后的问题，至今全方位系统
研究师范美术教育的著作基本上是空白。
《新世纪我国师范美术教师教育研究》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研究为目标，全方位
对师范美术教师教育进行了研究，从宏观角度研究师范美术教育的一般规律、教育性质、特点和培养
目标等各个层面的问题；既从理论的高度探讨高等师范美术教育的一般原理，又从实践的领域研究师
范美术教育的具体内容、方法及培养目标等。
《新世纪我国师范美术教师教育研究》借鉴并吸收教育学、心理学、美术学、系统科学的成果以丰富
自己的理论基础，在着重研究我国教育经验和成果的同时，注意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高师美术教育的
经验和研究成果，形成了完整的师范美术教育理论框架，适应了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改革的需要，为师
范美术教育理论建设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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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思想观念虽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美术作为人类意识的物化形态的性质是
不变的。
现代人在否定的事物形象上常用画“×”的符号，虽然是非常简单的形象表达方式，却是非常明确地
再现了反对或否定的意识。
对美好的人物和事物，总是以崇敬和热爱的心情去加以描绘。
儿童画花、画妈妈、画天安门、画五星红旗，艺术家对世界美好事物的赞美与对祖国的赞美的作品，
同样是将意识化为可视形象。
　　人的意识是以客观物质世界为基础的主观映像，所以是主客观的统一。
意识不仅表现为对客观对象的近似摹写的反映，而且还表现为貌似的反映，甚至还表现为同现实毫不
相干的虚幻的荒诞的潜意识形态和观念形态。
所以美术的表达不仅是客观世界的再现，而且是能动的反映。
因此，在美术作品中，也就有逼真写实地再现客观物质世界的质感、空间感的作品，还允许以抽象形
态表现情感、情绪的作品，也有以现成物品表达某种哲理的作品等之不同。
少年儿童的美术，不论是绘画、手工和设计制作的贺卡、标志等，也都是他们对客观世界能动的反映
形式，是意识表达的物化形态。
　　②美术是人类创造的审美对象　　人类初始，在制造为满足生存需要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的同
时，便产生一种超生物的符合视觉感官享受的一种审美需要，即“形”的适宜与美。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这种对美的需要更加突出，从而使劳动工具、生活用品的制造以及视觉传达的一
切形象，都注入了审美意识而成为一种审美形态。
因此，美术具有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双重属性。
　　美术作为再现和表达人的意识的手段，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手段，成为促进人类社
会发展的一种生产力。
美术活动不断创造出崭新的审美对象和审美的现实世界，不断地建构着人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美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反映，是以现实生活中的美的事物和美的形态为依据，反映这种美并揭
露与其相对应的丑，从而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美的形态和审美对象。
美，应该是美术作品的灵魂，是美术的核心性质。
这种性质是为了满足人的审美需要。
从这一点来说，美术是以物质为媒介，以审美观念为灵魂的造型艺术，是人类为了审美需要而创造出
的新的美的形式和美的物质实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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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世纪我国师范美术教师教育研究》由张道森所著，作者针对高校美术教师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全方位、深入的对策研究。
作者根据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规划与精神、对中小学美术教育师资的新要求，以及参照教育部对高校
美术教师教育推出的一系列新举措，从现代教育学一般原理的高度，瞄准学术前沿并吸收最新的研究
成果，综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与案例，研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的高校美术教师教育的性质
、规律与特点；研究其办学宗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及评价体系等，并全面探索适应新
时期高校美术教师教育改革的对策理论，形成完整的高校美术教师教育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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