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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恩海姆美术教育思想

[ 摘　　要] 　阿恩海姆认为美术教育的本质功能是其认识功能, 美术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体验生活和生命的价值, 美

术教学的重心是让学生发现和体验隐藏在视觉形式背后的事物的本质“力”的结构。另外 ,对于美术

课程的建设,他也提出了美术课程内容的组织应围绕美术教学的本质任务和美术特殊的知识结构来

进行,并且要符合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将美术教育与人文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 并开设相应的人文

学科作为美术学科的辅助课;取消实用美术与学院美术(即纯美术)之间的分界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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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道夫·阿恩海姆( Rudolf Arnheim)是当代德裔美国著名

心理学家 、美学家, 是格式塔心理学美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他

运用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美学和艺术现象, 将

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阿恩海姆

虽然没有专门的美术教育论著,但在他的心理学美学著作中,

他对美术教育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美国美术教育家艾略

特.W.艾斯纳( E.W.Eisner)说:“我们终于在阿恩海姆身上找

到了一位理解艺术的心理学家, 和一位关心教育的学者。他

的著作对我们这些在教育领地苦心经营的人来说, 真是大有

启发” 。[ 1]

具体说,阿恩海姆的美术教育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美术教育的功能

(一) 美术教育本质功能在于它的认识功能

阿恩海姆认为美术教育之所以受到忽视, 是因为人们没

有真正认识到美术教育的本质功能。虽然有许多艺术家和教

育家们举出种种理由以证明美术教育必须受到重视, 但阿恩

海姆认为这些理由都没有揭示出美术教育的本质功能,不能

说明美术教育与其他学科教育同等重要。他把这些理由大致

分为三种,并作了以下分析:

第一种,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发展健康的或美好的趣

味” 。[ 2]阿恩海姆指出持这一理由的人实际上把美术教育看做

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一种只有少数物质生活富足的人才有条

件享受的教育。这样就把那些物质生活贫乏的人排除在接受

美术教育的范围之外,如此一来, 美术教育必然被当做可有可

无的附属学科。

第二种, 认为“艺术是我们整个文化的一部分, 是每一个

受教育的人都必须具备的能力” 。[ 2]阿恩海姆指出持这种理由

的人犯了一个逻辑错误, 因为除了艺术知识是我们整个人类

文化的一部分之外, 还有各种各样的的知识都是我们整个人

类文化的一部分。但我们不可能因为它们都是我们整个人类

文化的一部分, 就把它们都作为我们学校教育的教学内容。

所以, 如果不能阐明艺术知识同其他文化知识相比, 对于人的

发展有什么突出的和必要的作用,我们就不能声称人人必须

接受美术教育。

第三种, 认为“艺术能够发展和丰富人的个性, 能够调动

和开发人的创造力” 。[ 2]持这种见解的人极为普遍。在当时的

美国, 由于科学教育只注重训练人的理智, 所以导致了“迂腐 、

僵化 、缺乏创见 、呆板机械等” [ 2:398]一系列教育弊病。于是有

人提出发展艺术教育以培养人的情感和想像力,从而纠正科

学教育只追求理智所造成的过失。对于这种见解, 阿恩海姆

指出, “发展和丰富人的个性” 、“调动和开发人的创造力”应该

是各门学科教育共同追求的目标,而非艺术教育所独有的目

标。艺术教育不是只培养人的感知能力的教育,科学教育也

不是只培养人的理智的教育。 感知和理智是有机统一的, 将

它们分开来分别培养是错误的。

在对以上几种理由作出了合理的分析之后, 阿恩海姆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美术教育的本质功能是它的认识功

能, 他说:“艺术所达到的其他种种目的, 也都是建基于它的这

个基本的认识功能” 。[ 2:398]具体地说,美术教育的本质功能在

于它是训练视觉思维的最佳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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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美术教育为何能够“认识”
1.感知也是认识。阿恩海姆认为:“认识指最广意义上

的知识获得,这样来理解认识, 既包括最初步的感觉记录, 也

包括对人类经验最为精致的解释———既包括闻到空气中传

来的一种芬芳,看到一只鸟飞过, 也包括对法国革命的历史研

究,对哺乳类动物内分泌系统的生理分析, 甚至还包括一个画

家或音乐家所具有的在不协调中追求和谐的观念” 。[ 1:3]然而

传统见解认为,认识是通过两个步骤来完成的 ,首先是感觉对

原始信息的搜集,然后通过大脑中枢系统对信息进行加工整

理,得到认识的结果, 前一步叫做感知, 后一步叫做思维, 这

样,感知被当做一种向思维提供素材的低级工作,人们通常认

为思维才可被称做认识。“艺术之所以受到忽视, 是因为它的

基础被认为是感知;感知之所以受到鄙薄, 则是因为它在一般

人的心目中与思维是两回事。”
[ 2:17]

因此, 阿恩海姆指出只有

当那些教育家们和学校的管理者们懂得, 感知力是在任何一

个研究领域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必备能力,它和思维同样重要,

而艺术是增加感知能力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他们才会把艺术

课列为重点课程。美术教育的本质功能是训练视知觉,所以

要证明美术教育的重要性,必须重新认识视知觉,必须证明视

知觉的重要性。

2.视知觉是一种思维。前面说过,传统的心理学见解认

为,思维是通过语言实现的, 能揭示事物本质特性及内部规律

的积极主动的认识过程,而感知只是对外界刺激的被动接受

和机械记录。然而,格式塔心理学派发现, 视知觉的过程也是

一种积极主动的 、有目的的选择过程, 它包含着理解的识别和

判断。视知觉不单纯是一种对有关个别性质 、个别物质和个

别事件的信息的收集,而是对一般普通性质, 用格式塔心理学

派的术语来说是对事物本质“力”的结构的把握。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 视知觉,作为一种认识活动, 同传统意义上的“思维”

并没有本质区别,视知觉过程也包括“积极的探索 、选择 ,对本

质的把握 、简化 、抽象 、分析 、综合 、补足 、纠正 、比较 、问题解

决,还有结合 、分离 、在某种背景或上下文关系之中作出识别

等” 。[ 2:308]认出某物是某物, 实际上就等于一个问题的解决,

这一切都是在视知觉中发生的。视知觉, 其实应被称做视觉

思维。

3.语言思维必须以视觉思维作为基础。阿恩海姆认为,

传统意义上的思维,实际上应被称做语言思维 ,语言思维虽然

很重要,但是离开了视觉思维就无法有效进行。 语言思维是

如何进行的 ? 阿恩海姆解释道, 首先是知觉产生了某一类性

质 、某一类物体和某一类事件的知觉意象, 语言则提供一种清

晰明确的分类符号,这些符号可以把知觉一项编目并存储起

来,这种被命名了的视觉意象就是我们对事物的概念。所以,

阿恩海姆说道:“纯粹的语言思维是不会产生任何`思想' 的思

维,它只是自动地从`储藏' 中原封不动地恢复某种`关系' 。

它是有用的,但又是不生育的(或缺乏创造性的)” ,“思维是借

助于一种更加适合的媒介———视觉意象———进行的”, [ 2:303]

“概念是一种知觉意象, 思维活动就是把握和处理这样一些意

象” 。[ 2:325]任何创造性的思维都是发生在视觉思维的过程中,

视知觉才是思维得以进行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媒介。

4.美术教育是培养视觉思维的最佳途径。 由于任何创

造性的思维都是发生在视觉思维的过程中, 视知觉才是思维

得以进行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媒介,所以阿恩海姆认为美术教

育理所当然应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课程。他说“思维需要

意象, 意象中又包含思维。因此,包含意象的视觉艺术乃是视

觉思维的故土” 。[ 2:341] 只有在视觉艺术中才会包含着极其丰

富的视觉意象, 只有美术教育才能为学生提供最佳的视觉训

练。毋庸置疑, 美术教育是培养视觉思维的最佳途径。也正

因为如此, 阿恩海姆才断言美术教育的本质功能是其认识功

能。

二 、美术教育的目的

阿恩海姆认为美术教育的最终目的或者说价值性目的是

表现和体验艺术的价值, 这与生活的意义是一致的, “生活的

惟一意义便是对生活本身最充实最纯粹的体验。要最充分地

观察真正的爱 、关心 、理解 、创造 、发现 、渴望或希望的意义, 其

本身就是生活最崇高的目标” 。[ 2:423]

同时他也强调, 美术教育的价值性目的的实现是通过其

操作性目的的达成而完成的。美术教育的操作性教育目的是

发现和把握隐藏在艺术作品中形状和色彩等艺术语言背后的

结构, 也就是事物本质“力”的结构。他指出, “人们面对着的

世界和情境是有着自身的特征的,而且只有以正确的方式去

感知, 才能够把握这些特征, 观看世界的活动被证明是外部客

观事物本身的性质与观看主体的本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 他

认为推动我们自己的情感活动起来的力,与那些作用于整个

宇宙的普遍性的力 ,实际上是同一种力。正是这种力构成了

艺术的表现性, 使艺术具有了扩张 、收缩 、冲突 、一致 、上升 、降

落 、前进 、后退等一系列可以作用于人的感官的性质。[ 3]因此

只有把握了这种事物本质“力”的结构,人才真正掌握了艺术,

也只有把握了这种事物本质“力”的结构,人才能与宇宙达到

内在的统一, 从而实现美术教育的最终目的。阿恩海姆在《视

觉思维》一书的末尾说道:“至于艺术, 假如它不是被看做纯艺

术的话, 就可以在视觉教育方面起到最好的作用, 因为它早已

注意到形状 、物体 、事件等等通过展示自身的本质, 能够唤起

人类认识自身的更深刻和更简单的力, 这就是我们运用自己

见到的东西进行思维所能获取的奖赏之一” 。[ 1:405]

三 、美术教学和美术课程

(一)美术教学

1.美术创作教学。前面已经说过, 视知觉不是对事物的

外在形状 、距离 、色彩和运动等的无目的记录, 而是对事物本

质“力”的结构的把握, 比如“当人们知觉或回忆一个熟悉的人

时, 只是知觉或回忆起这个人的面庞是和蔼的还是紧绷的, 是

注意力分散的还是全神贯注的, 而不会是他的脸形的三角形

性 、眉毛的倾斜性或嘴唇的平直性” [ 4] 。但是传统的美术教学

法强调按照科学原理如中心透视法, 去再现模特或其他事物

的教学法, 也就是说它人为地把机械记录事物的外在形状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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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色彩和运动等作为了视知觉的目的, 它违背了视知觉的认

识规律,会破坏视知觉对事物表现性的反应能力,是不正确的

教学方法。

自 20世纪初以来, 在欧美兴起了“自发表现的美术教学

法” 。阿恩海姆认为这种新的美术创作教学法也没有遵循视

知觉的认识规律,因为它强调通过美术创作来宣泄自身的情

感。格式塔心理学派认为, 情感是通过观看主体的本性和客

观事物本身的性质之间产生的共鸣所引起的。不去观察眼前

的客观事物,一味强调自发表现性, 既不能培养视觉思维能

力,也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客观事物的表现性 ,不能与宇宙取

得和谐统一。所以,阿恩海姆说:“自发表现的美术教学法只

能大大减小被再现事物本身的表现性质, 甚至完全把它们排

除在艺术表现之外,因为这种`自我表现法' 只是一味地要求

艺术家把自己内在的情感像放电影一样, 极其被动地倾倒出

来。” [ 4:616 ～ 617]

阿恩海姆认为正确的美术教学法应要求学生必须积极

地使用自己的一切组织能力, 去把被表现事物的表现性质发

掘出来。他举了这样一个教学范例:“上课一开始, 教师先让

一个模特儿成耸肩姿势坐在地板上, 但他并不把学生的兴趣

集中引导在这个姿势的三角形形状上, 而是要求学生回答出

这种姿势的表现性质。当学生们能够正确地回答出它的表现

性质时(如看上去很紧张;那缩成一团的身体充满了潜在的力

量等) ,教师便要求学生们将这种表现性再现出来。 在作画

时,学生们并不是不注重它的比例和方向, 而是把它们当做体

现这种表现的因素,每一遍笔触的正确与否, 都是看它是否捕

捉到了这一题材的表现性质而定 。” [ 4:616 ～ 617]与此相似的美术

创作教学法还有,让学生把动态概念如“青春” 、“生长”等用图

画再现出来,也就是给予视觉解释。

为了帮助学生观察到事物的本质———力的结构, 教师可

以利用相关的文字资料来加深学生对事物的理解。比如画一

盆花时,先直接让学生欣赏一下花朵的美丽姿态,感知花朵的

表现性,尔后再补充一些关于这种花的生物学知识,那么学生

对这盆花的“体验”会更加深刻的。

在让学生明确了美术创作的目标———将事物的表现性

再现出来———激发他们对美术创作的兴趣之后,教师应帮助

学生维持这种创作热情,比如让学生选择他们爱好的并且适

合他们个性的艺术材料和工具, 以及在恰当的时候教给学生

一些艺术技巧。

2.美术欣赏教学。阿恩海姆说:“如果我们看到了或感

到了艺术品的某些特性,然而又不能把它们描写或表达出来,

其失败的原因又是在哪里呢? 可以肯定, 这种失败不是因为

我们运用了语言, 而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和思维机器不能成功

地发现那些能够描写或表达这些特征的概念。” [ 4:3]

如果说阿恩海姆认为美术创作活动是把头脑中的动态

概念, 或者说观察到的力的本质结构 、事物的表现性转化为视

觉形象的话, 那么美术欣赏活动无疑是要把眼中的视觉形象

转化为动态概念, 即把形式与艺术品的内容 、主题 、意义联系

起来。

阿恩海姆强调在进行美术欣赏教学时,教师应始终明确

美术欣赏教学的本质任务———直接的视觉形象或者说目力接

触。他认为教师从历史和心理学的角度阐释美术作品的意义

和主题, 对于帮助学生理解和体验美术作品是一种很好的教

学策略, 但绝不能喧宾夺主, 使一堂美术欣赏课演变成了历史

课或心理学课。

(二)美术课程

阿恩海姆指出, 美术课程内容的组织应围绕美术教学的

本质任务和美术特殊的知识结构来进行,并且要符合学生的

心理发展水平, 比如不能过早设置中心透视法的学习内容。

阿恩海姆设想:“艺术最初只是七零八碎的技能与知识既分不

开又很松散地交织在一起的课程,最后化分成培养某些特定

本领, 有特定目标的各种专门领域。” [ 1:429]

针对当时在美术界出现的只注重追求艺术的视觉形式效

果, 而忽略挖掘艺术的精神文化内涵的做法, 阿恩海姆提出要

将美术教育与人文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并开设相应的人文

学科作为美术学科的辅助课。

阿恩海姆还提出取消实用美术与学院美术(即纯美术)之

间的分界, 他认为两种美术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作为美术教学

内容, 学院美术不应“高人一等” ,不应将学院美术的教学地位

凌驾于实用美术之上,实用美术教学应受到同等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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