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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教育观，将各国、甚至各时期的陶瓷艺术教育风格特征比较探讨，应该是一种行之有效地的方法
，没有比较就没有研究和鉴别。
　　把我国同日本、美国的陶瓷艺术教育作横向的比较，是因为中国是瓷器的故乡，有着向千年陶瓷
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为人类历史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日本是我国的近邻，它向中国学习，但在很多方面们发展的快，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曾作为亚洲
文化中心向北美及欧洲传播陶瓷文化；美国则是现代陶艺的主要源发地和传播者，对世界的现代陶艺
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通过和这些国家陶瓷艺术教育进行比较，便可发现各自之间在各方面的差异。
由于体制、区域等等判别，必然影响到教育观上的不同。
研究不同的教育观，其目的是让我们的陶瓷艺术教育更科学合理。
　　探讨从古至今陶瓷艺术教育的发生、发展，以及变化规律并寻找古今之间的异同点，就能进行明
确而肯定的评判和分析。
如果没有一种纵向的比较，没有与古代教育观的对比，便无从感知现代陶瓷艺术教育的创新。
反之，若缺乏对当今现代陶瓷艺术教育的认识和体会，也无法更深刻地理解和感受古代陶瓷的教育精
华之所在。
因此，同种事物、行为等的纵向型的比较方法，是陶瓷艺术教育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
　　古今对比的研究方法，使我们能更全面、更深刻、更典型的把握时代赋予各种时期不同的教育观
、方法、方式等，不同的时代，其侧重点自然不同。
　　研究教学的方法、方式，探讨各国的陶瓷艺术教育特征和教育思想，还应围绕不同的文化、科技
的发展，只有全面把握相关学科发展的物质，才能更好、更深入展开我们的研究，也只有抓好这个环
节，各国的教育特征和教育观才能全面地、立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时注重分析是十分重要的。
前人为我们留下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文化遗产，国外还有内容庞杂、名目繁多的方式、方法，这就要求
我们准确地把握每个国空、民族、每个时代、每种教学行为的特征，对其进行重点深刻地分析，只有
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有清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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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我国的陶瓷艺术教育观第一章　我国古代陶瓷的传授思想自远古时期，中国人民就对天、
地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认识，但在理论上将该思想观念予以总结与阐述，却是经过了历史的磨合。
人们在有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文字的生产以后，至商周才逐渐被明确与系统地提出来。
人类开始启用文字（语言）这一规范系统、平衡、调节并相互交流自己的思想行为，而陶瓷形式服务
于功能是人们首先注重的问题，陶瓷的实用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征服自然的愉悦，而这种形式的
征服自然是以“五行学说”为哲学依据的，它为古代陶瓷追求“工”与“巧”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柱
。
而“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则是发展、传授陶瓷的精神信条和基本准则，我国深厚悠久的传统陶
瓷文化的发展、教育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节　陶瓷的实用功能在浩渺的宇宙中，几千年的陶瓷史，对人类文明史来讲是最为光辉的一页。
它始终与人类的生活相依相傍，从来没有因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而中断发展。
人类与陶瓷为何有此缘分？
王端廷的《静术西风》一书有这样一句话：“人活世间必然要面临三种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人、
灵与肉各自之间相互和谐与对立。
同时构成了人类生命存在的全部内容，它的也是所有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核心主题⋯⋯”在人类原始社
会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陶器的发明和出现促进了人类定居生活的更加稳定，从采集、渔猎到农耕生活
等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它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陶瓷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由于其物理结构稳定，不易
变形，不易腐蚀、便于清洗、并且价格底廉，可作为食具、饮器、蒸煮器、储藏食物的用途，满足各
个阶层的需要。
推进了社会的文明，同时扩大到工具的领域，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陶瓷的实用功能是古代陶瓷制作最初动机。
在实用的基础上，优美的造型、得体的装饰、天然的釉色诉诸于人的感觉器官，是精神的、感性的，
是一种审美过程的表现。
它们在每个时代都不同程度地满足人们的这两个需求。
审美功能是在实用功能诠释过程中而突显出来并逐渐丰富的特征，符合当时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生活动
机。
我们可以从各个时期陶瓷器的造型和功用充分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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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陶艺教育比较:中、日、美陶瓷艺术教育比较研究》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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