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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个体与哲学思考的大学艺术教学探析
!!!借鉴德国汉诺威应用科学大学的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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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学教育当以培养人为其根本$全球经济迅猛发展及人类物欲逐渐增高引发大学教育者的深度思考%

德国汉诺威应用科学大学艺术学院及早地在低年级基础教学过程当中$把尊重学生个体与哲学思考作为艺术教
学之主导$鼓励学生更多地关注社会与人性等问题$引导学生在艺术设计的审美)创新)应用等方面强化个体意
识和哲学思考%该教学思想及方式不仅发现和挖掘了学生的艺术设计潜质和原创意识$还启发了学生在艺术设
计领域对人本自律的深刻认知和理解$最终通过教学实践在培养学生艺术设计创作的独立思考能力上收到了很
好的效果%因此$深入分析该教学理念的意义及内涵$对中国艺术设计教育的思维拓展必有良好的启发与借鉴%

关键词!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个体与哲学思考*艺术设计*基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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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必须考虑人文精神的介入$艺术教育如何能够助推人类文明意识的提升$德国汉诺威应用
科学大学提出了以'个体与哲学思考(为主导的教学理念$将其及早地融入艺术设计基础教学过程之中$

从精神层面上拔高了大学艺术教育的起点$体现了艺术设计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并且通过多年的教学
实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

%

德国大学的艺术设计教育起步较早$历史根基较为深厚$教学经验相对成熟%浙江科技学院与汉诺
威应用科学大学互通交流已有三十余年$深入分析德国艺术设计教学理念之内涵$对中国大学艺术设计
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必定具有良好的推动效用%

>

!

"个体哲学思考$与挖掘潜质
艺术设计与其他学科相同$对专业学习者都要求具有一定程度的特殊潜质%在艺术教学的过程当

中$对学生特殊潜质的开发和挖掘正如科学家对矿石之探测+

"

,

$如何把学生的专业潜质挖掘出来极为重
要%对艺术设计教学而言$学生的个体独立意识与深度哲学思考作为艺术设计特殊潜质的主要成分而存
在$因此$鼓励学生的个性天赋和思考习惯也是培养未来艺术设计师才华与潜力的有效方式和手段%如
果教师在艺术设计基础课当中及早实施'个体哲学思考(的主导教学理念$对学生艺术创造潜能的引发和
挖掘可谓是极其良好的开端+

!

,

%汉诺威应用科学大学经过长期教学思考与实践摸索出了能够引导学生
尽早发挥艺术设计潜质的教学方式$把鼓励学生张扬个性和倡导学生哲学思考融入大学第一学期'造型
基础(教学的环节之中%

学生的个性张扬与哲学思考无疑应该体现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因此$学生作业的呈现方式和教师对
其作业的特别要求非常重要%汉诺威应用科学大学采用学生自我命题作业的方法$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艺
术表达方式给与学生最大的创造自由$有效地达到了引发和挖掘学生艺术设计特殊潜质之目的%自我命
题作业属于学生自我做主自我思考的作业$自我做主即自定目标)材料)形式和风格$自我思考是依照个
人意愿和态度构思创作%教师放开手脚鼓励学生发现自我)评判自我$极大程度上满足了学生的独立个
体意识在自我命题作业当中的尽情展现+

J

,

%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发现$由于学生能够自由发挥内心的真
诚与特异的个性$其自我命题作品审美特点的个体性就会极为明显$作品表达形式也呈现了不拘一格的
丰富局面$有善于变化之活跃$有平和沉稳之安宁$有古典朴素之传统$有新颖时尚之现代$有大胆粗犷之
震撼$有和谐细腻之唯美%当学生的个体作品以独立的姿态在群体当中亮相之时$具有强烈个体意识的
优秀作品便会脱颖而出+

#

,

%自我命题作业即有主题的作业$题目由学生自己提出$多为结合艺术设计对
社会与人性颇具哲学深思之探讨%自我命题作业的益处是学生可以展开思维的翅膀尽情思考$不受任何
所谓对与错标准答案的束缚$摒弃了单纯依据教材理论常规的僵化的传授教学旧模式$目的是为了激活
学生的大脑神经$发现和挖掘学生大脑深处思维活动中对事物剖析分辨之能力%同样$在教学实践中也
发现$当大家面对不同的自我命题时$不仅各自对命题的思考及观念大相径庭$而且每个学生思考的切入
点)分析途径及思维方式也各不相同$有正面直击之犀利$有侧面分析之迂回$有鞭辟入里之深入$有质疑
诘问之叛逆%因学生各自的知识阅历)性格特点)思维角度均有不同$因此$在自我命题作业中对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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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辨能力及深度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艺术设计基础教学实质上应该是对艺术设计专门人才特殊潜质的培养和训练$但人们往往用狭隘的
框架将其围困于绘画技术与功力的垣墙之内$因过多地强调技术而忽视了艺术设计所必备的个体意识与
哲学思考这两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故在'造型基础(教学的要求上局限于用统一的绘画材料按照统一的绘
画技法完成尽可能尊重物象事实的单一化训练%这种教学方式扼杀了学生的个体能量$规避了学生大脑
的深度思考$偏离了艺术设计基础教学的实质+

B

,

%培养艺术设计专门人才意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
力%自主就一定是个体的$创新必须要有思考$只有具备了个体的独立和深度思考$才能使学生掌握更好
的设计思维和设计方法$真正达到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最后解决问题的教学目的%艺术设计基
础教学直接关系到以后专业设计的优劣水准$汉诺威应用科学大学极为重视基础教学这一环节$认为基
础训练仅仅注重精湛的绘画技艺和绘画形式语言是远远不够的$技术和形式只是表达设计理念和设计思
想的一种媒介和手段$一味用漂亮的手段去完成一个平庸的目标是很可悲的%如果说艺术设计专业的教
学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独立的创新设计能力$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最初的艺术基础教学中及早融入对学生
个体意识和哲学思考特殊潜质的挖掘与引导%汉诺威应用科学大学在艺术设计基础教学中从个体与哲学
思考出发$以自我命题作业为主要手段$启发学生充分展现自己的独立个性$深度挖掘潜藏在学生心底对事
物的哲学思辨与探究能力$实践证明他们准确把握并充分体现了艺术设计专业基础教学的真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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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哲学思考$与艺术原创
艺术设计基础课是艺术设计专业重要的绘画类课程$一般以素描和色彩为主要表现形式%

"$

世纪
初$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开创的'造型基础(课程把艺术和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从传统素描)色彩课程教
学的严谨造型转向了多方位)多视角的发现与思考$其教学目标)教学方法的变革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并对众多国家设计学校的教学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汉诺威应用科学大学在包豪斯设计学院教学革
新的基础之上又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他们在艺术'造型基础(教学实施当中把'个体与哲学思考(作为主
导$使学生最大可能地获得了真正出自个体思考的艺术原创+

E

,

%

素描属于单色的绘画艺术$如果教师将统一的规范要求强加于学生的大脑之中$只能使学生沿着一
条狭窄的通道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造成学生素描作品千人一面的结果%汉诺威应用科学大学为了在素
描课程中更好地发挥学生的个体意识及能量$鼓励学生自由任意地发挥个体的表达欲望$甚至让学生去
表现'我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如何区分(等具有主观性的内容$启发引导学生从视觉的被动性走向
主动性$从眼睛的看到走向大脑的想到$通过素描的艺术表达方式发现视觉的空间性与时间性)间歇性与
持续性)准确性与模糊性)选择性与稳定性等%学生的作品呈现出了诗意朦胧)彰显力度)平淡简约)强化
节奏等丰富而独具个性美的视觉形式+

A

,

%平时教师鼓励学生艺术表现自由的一个词语就是'技法不限(

!即材料的无限性与技法的任意性之和#$而正是这种'技法不限(让学生通过试验性的艺术劳动生产出了
丰富多彩的原创作品&有的学生巧妙利用橡皮的功能在画纸上面创造了浮雕或拓片效果$有的学生用白
色粉笔在黑卡纸上制造了黑与白的阴阳互换$有的学生用毛笔大胆地将物象或光影任意而为$有的学生
先做了底子再用刀刮)覆盖)涂抹等多种手法使画面效果变幻莫测$也有学生用木炭在粗糙的底子上细心
造就了斑驳$还有学生使用木片)海绵)毛线)指甲油等不能称其为画笔的工具材料来试验个体自由的遐
想"""这些自然和真诚所激发的独立与原创产生了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偶然性和创造性的视觉
效果+

%$

,

%

色彩也是表现视觉审美的一种有效媒介$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趋向具有个体的经验或习惯$人们
个体的心理感受与色彩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存在着强烈的呼应%汉诺威应用科学大学非常注重艺
术设计教育对学生个体情感的引发与肯定$在色彩教学理念上加强了色彩心理的个体展示及色彩表达与
情感表达之间的有效链接%教师通常会引导学生用抽象的色彩表达形式来体现个体对'兴奋与安静('软
与硬('静止与速度(等与视觉心理)视觉情绪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知$目的是让学生能够以个体的心理感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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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与联想来展示心灵与事物碰撞的情绪或情感$从而创造出具有个体独立思考的原创色彩视觉新
意义+

%%

,

%

古典的色彩教学曾经长期被色彩塑造形体的范例式教学所统治$致使学生将色彩学习的关注点固定
在尊重自然真实的统一性表达范畴$无法展现学生对物象的个体色彩心灵体验%直到十九世纪末$一些
具有现代艺术思维的画家勇敢打破了古典色彩的描绘方法$在色彩的表达观念上由尊重客观转向了尊重
个体和主观%到了二十世纪初$又是德国的包豪斯学院把蒙德里安)康定斯基等抽象色彩的创始人请进
了设计学院任教$开创了艺术设计教育在色彩教学中注重主观情感体验的新局面+

%"

,

%汉诺威应用科学
大学继承包豪斯设计学院的创新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包豪斯设计学院色彩教学的主导思想$紧密结合艺
术设计的本质$把人的个体情感与思考充分融进了'造型基础(的色彩教学当中%在新的教学与实践当
中$由于教师引导学生在色彩创作时注入的是个体经验与感受$鼓励学生以独到的思考探讨色彩形式美
学的元素组合与表达$同时在色彩的技法与材料使用上不拘一格$正是这种鼓励学生个体与哲学思考的
教学理念和方式$促成了学生作业所呈现的多样化原创视觉审美形象%

@

!

"个体哲学思考$与人本自律
'人本(告诉人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律(告诉人们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由此人本自律就是

一种对人类欲望的控制和道德伦理的约束%艺术设计虽然属于物化形态的实用艺术范畴$但其最高境界
一定是与人类的精神共融而超然于功利和审美之上%造物或设计之目的既然是为人所用$不仅要满足人
类生存之需$还要关心伦理道德与人本自律%艺术设计如要从通常的实用功利)审美情趣上升至人性的
精神境界$必须与设计师特行独立之特质及哲学思考之深度并行不悖+

%!

,

%

汉诺威应用科学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针对当下人类物欲增高之现象$更加注重设计与人性关系的思
考%他们认为艺术设计虽是设计师一种目的性很强的创造性活动$但这种创造性活动仅是艺术和技术的
完美结合还不能真正表达艺术设计的实质$不能对社会文明产生积极的精神价值%只有培养学生的个体
独立性及对世界事物的深度思辨能力$才能让艺术设计作品在提升人类生活品质的基础之上证明作为人
的本质所在%因此$他们在最初的设计'造型基础(教学中就注入了设计的精神性$让学生及早懂得为良
善人生而设计或以良善设计为人生的道理$从而负设计之责任$守设计之尊严$在以后的设计生涯中以人
本自律完善艺术设计的精神世界+

%J

,

%如果只有美的形式而不顾及艺术设计之伦理道德$不仅不能对人
类的生存自由形成积极的影响$还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无论在环境污染还是在经营欺骗上都是如此%汉
诺威应用科学大学给学生提出了一些与之相应的问题和要求$比如以素描或色彩表现出'我和我('事物
表面的欺骗性(等具有哲学思考的主题$让学生依照个体的独立思考从哲学意义上展开对社会和人性问
题的认知与理解$从心理学层面剖析有关设计与人性的复杂关系$从人本自律的角度思考艺术设计的最
高境界%通过'我和我('事物表面的欺骗性(等具有哲学思考的绘画艺术创作$学生的关注点从实用与审
美的范畴一跃走向了更高更宽的人类精神平台%学生或从当今社会经济催生下唯利现象的思考入手用
素描的技法和造型表现了人的多面性*或以镜子的反射和折射产生的脸部扭曲象征本我与另一个我的真
伪和虚实*或以黑白阴阳的两种人物形态暗示表象的仪表堂堂与实质的狗苟蝇营*或用水果的新鲜诱人
色彩与果核的糜烂之对比象征极具迷惑力的视觉欺骗*或用̂光透视的视觉效果表现漂亮时装遮掩下
的不堪入目%所有这些作业都展现了教师引导之下学生对艺术设计人本自律关注的极大兴趣$同时也说
明了个体的独到见解和哲学的深度思考正是学生充分认识艺术设计与人类精神关系的有效途径%当学
生对人的多面性)事物的复杂性进行思考和理解并通过素描)色彩的可视化形象体现出来时$艺术教学对
艺术设计精神性的深度思考就会贯穿其中$学生的设计作品就有可能达到设计价值与人性价值的高度
统一+

%#

,

%

B

!

结
!

语
艺术设计是人类文明的载体%随着人类文明历史的不断变化与发展$人们对艺术设计目的与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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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也在不断地变化与革新%汉诺威应用科学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勇于思考$敢于创新$把个体哲学思考
与发现挖掘学生艺术设计潜质)激发学生最初学习阶段的艺术原创)启发学生对艺术设计人本自律的认
知理解融为一体$并在艺术设计'造型基础(教学当中得以贯穿和实践%他们通过自主作业)命题作业)表
现方式'技法不限()哲学思考系列绘画创作等新的教学方式和手段$以尊重学生个体独立和哲学思考的
教学理念为导向$极大程度上激活了学生的大脑思维$充分展现了学生的个体特异禀赋$深入探讨了艺术
设计的精神本源%总之$以个体哲学思考为主导的艺术设计基础教学革新不仅是对旧的教学方法)思维
理念的重大突破$还为艺术设计教育推动人类文明向善发展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同时对中国大学艺术
设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引领和启迪%

参考文献!

+

%

,

!

欧阳丽莎
>

德国艺术设计教育'探讨式(教学模式的启示+

&

,

>

教育研究与实验$

"$%%

!

"

#&

#B>

+

"

,

!

张金香
>

高校艺术设计教学中的设计美学改革研究+

&

,

>

美术教育研究$

"$%A

!

B

#&

%%!>

+

!

,

!

许少芳
>

高等美术教育中的个性特征培养+

&

,

>

艺术研究$

"$%E

!

J

#&

"$!>

+

J

,

!

刘耘非
>

对当今艺术设计教育教学方面的忧思+

&

,

>

科教文汇$

"$%B

!

"$

#&

B%>

+

#

,

!

张颖
>

艺术设计基础教学中设计思维的培养+

&

,

>

黑龙江科学$

"$%E

$

A

!

"!

#&

CC>

+

B

,

!

张波
>

创意时代艺术设计教育的重新定位+

&

,

>

创意与设计$

"$%#

!

!

#&

C#>

+

C

,

!

陶涛
>

关于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改革的思考+

&

,

>

艺术教育$

"$%B

!

%$

#&

%BC>

+

E

,

!

董冠妮
>

浅谈德国高等艺术设计教育的特色+

&

,

>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

%$

!

J

#&

!!>

+

A

,

!

季颖
>

艺术作品中的原创性是如何表现自己的属性&复制和独立性+

&

,

>

艺术评鉴$

"$"$

!

J

#&

%E">

+

%$

,

!

董冠妮
>

当代中德高校艺术设计专业课程设置比较研究+

&

,

>

美育学刊$

"$%B

$

C

!

"

#&

E!>

+

%%

,

!

谢海涛
>

从中德艺术设计教育的差异看模块化课程体系建设+

&

,

>

装饰$

"$$A

!

%

#&

%$#>

+

%"

,

!

张宝胜$李敏勇
>

包豪斯'工作坊(对工作室化教学模式的启示+

&

,

>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E

$

!C

!

E

#&

CJ>

+

%!

,

!

周琦
>

论当代中国艺术设计的伦理危机+

&

,

>

美术大观$

"$%#

!

%

#&

%$%>

+

%J

,

!

李博
>

艺术设计基础教学实践方法+

&

,

>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

!

B

#&

%#B>

+

%#

,

!

刘颖林
>

从中德联合培养艺术生选拔谈大脑的休眠与激活+

&

,

>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

"$%#

$

"C

!

#

#&

J%A>

J"J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 第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