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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当前的设计教育形势

我国的设计教育课程改革进行了很多年，但

目前许多院校还是停留在表面的口号式工作上，

普遍存在着教育方向不明确，教学大纲没有清

晰的界定，课程设置上相互模仿，培养人才缺

乏实践能力，所学知识难以在其就业工作中运

用等一系列问题。面对信息化带来的多元文化

视野，全球信息一体化的激烈竞争，我国的设

计艺术作为与生活密切联系的学科，在其教育

方面势必要和当前市场、全球先进教育思潮相

适应。美国著名美术教育家艾斯纳（E·W·Eisner）

的本质论思想，主要强调科目中心，主张制定

有序、严谨的美术课程，实现美术教育的自身

价值。该理论对我国当前艺术设计教育课程改

革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艾斯纳的课程论思想

1. 艾斯纳的美术教育观

艾斯纳认为过去的美术教育各种侧重点可

以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三个顶点分别代表以

儿童为中心、以社会为中心、以学科为中心。以

儿童为中心的科目教育计划内容是激发儿童的

潜力，教育内容强调自我意识的发展，教师的

责任主要是了解学生并帮助学生发展自己的兴

趣和才能。以社会为中心是反映社会

需求的尺度。而“以学科为中心的教

育计划的目标、内容和教学方法重视

学科的完整性、对人类的经验和知识

的运用及其内在价值”。①他提出，美

术课程应体现艺术的内在价值与艺

术的本质特征。这种以学科为中心的

课程选取美术教育的内容，可营造出

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教学环境。科目中

心老师的任务是负责执行既定的美术

课程计划，以学科为中心的整个教育

理论重视课程目标、内容和教学法的

研究。

2. 艾斯纳课程论的课程目标

在以学科为中心的教育理论中，艾

斯纳特别强调课程目标的重要性，他

认为课程目标是“通过教育的过程学生所能达

到教育结果”，它也被称为预期结果。②他创造

性地在指导性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表现性目标，

又于2002年在原来两种目标相互结合的基础上

提出“问题式美术课程目标”，使教育目标和

学生的学习联系更加紧密。指导性目标旨在发

展表达所必需的某些技能，一旦有了这些技能

便可以用于表现性、问题式活动中。表现性目

标是在帮助学生获得系统技能的基础上，使他

们在表现的过程中能够自由地探究观点、意象

和感情。问题式美术课程目标则是一种针对具

体美术教育实践细节提出有待解决问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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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产生出众多的创意性设想。用心理学家的

话来说，这是一个“自由联想”的过程，应该

给每个新创意一个启发别人的机会。

把这种学习方法引入到我们的教学中，成

功的讨论可以创造出近乎与狂热的创意气氛，

在这样研讨的氛围中，能够使大家在课堂上畅

所欲言，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这样就可能产

生出乎意料的创意。把思路打开，自由畅想，

思考越狂放，构想越新奇越好，有时看起来是

很荒唐的设想，却能打开创造的大门。广告设

计要借题发挥，学习借鉴相关艺术和他人的想

法，在其基础上提出更新奇的设想，来开拓自

己的思路。

在设计教学中要强调广告创意表达。有时

学生习作的画面很漂亮，形式感也很强，但就

是没有意义，如同照片，画面很清晰，构图也

可以，就是没有内容一样。好的图片因为意义

才带给你联想。在广告中，图形和意义是两个

概念。第一，用意义来创造图形，在设计中先

立意，根据内容进行创造具体形象。广告设计

中命题符号是“能够表达主张”的符号，每种

命题符号都能影响到解释者的一个判断或行动。

要花费尽可能少的思想，对事实做出尽可能的

说明。我们在广告的教学中常常采用命题的设

计方式，在画面里传达有关其对象的信息，陈

述某些图形中所表达的有关对象的主张，使画

面成为一个复合体。第二，用形象产生意义，可

能通过某种人物形象，或人物的表情来传达广

告的意义，也可能是像影视广告那样，采用不

同的形象，来说明广告的创意。

广告设计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

创造性设计的能力，在教学中有意识地进行课

题练习，把课堂上的专业技能延伸到现实的生

活实践之中。今天的设计教育需要解决两种问

题；一方面希望它具备服务于社会的经济功能，

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应该作为一种教育的工具，为

社会培养优秀的人才，而这种职业化教育的力

量，在社会服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发

展，给广东沿海带来经济和商业的繁荣昌盛，使

得沿海的设计起步也比较早，并广泛应用于商

业设计。经过多年的实践，设计师们开始从本

土文化出发，以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丰

富的文化资源为基石，汲取世界各国独特的设

计精神特质与造型语汇，充实各自不同的领域

的创作。我们的口号是：以全球的方式进行思

考，本地的方式采取行动。广告设计教学也应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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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问题式目标是前两种目标的一种特殊化形

式，没有包括解决问题的方法。

3. 艾斯纳课程论的课程内容

在DBAE理论中，DBAE是一种全面综合的美

术教学和学习方法，融入了人类学、考古学、

传播学、文化学、教育评估学、语言学、哲学

以及社会学的内容。艾斯纳将课程划分为美术

创作、美术批评、美术史和美学四个领域的知

识。他将艺术课程的类型分为三种：着重课程

创作领域的“以工作室为取向的课程”，着重

视觉艺术的形体与设计方面的“创造性设计的

课程类型”和“着重于与人性或与之相关的艺

术方法”。

4. 艾斯纳课程论的课程结构

艾斯纳在课程的设计上重视课程目标和课

程标准，同时还强调课程结构的设计必须具有

联系性、顺序性、连续性。联系性指的是课程

活动的选择与组织，要使学生在每个活动中都

能运用前面所学到的技能。这也就是说，联系

性是锻炼改进的机会。它同样意味着：课程安

排者应当考虑到，当学生被要求或鼓励使用一

种特殊材料时，那么应该对学生的要求有清晰

的了解。课程要求独特性的程度和课程间连续

性的缺乏程度要成正比。③顺序性指的是课程

的设计安排上要考虑到学生前面所学的课程，

以及他们已经学会的技能能够用于下次课程中。

同时艾斯纳认为，要是缺乏连续性则会阻碍运

用材料作为必要表现媒介的技能的发展。在课

程设计中要注意以下两个原则：第一，不要将

学生的学习活动看成简单独立事件的集合，艺

术课程需要足够的连续性以使技能得以发展、

精练、内化；第二，美术活动的间隔应短到不

能让学生兴趣消退。

5. 艾斯纳关于学习的活动设计

艾斯纳认为，学习活动是课程的中心。他

提出在设计学习活动时要注意以下五点：（1）

教学活动的设置必须有教育意义，设计时既要

考虑目前活动要在过去的基础上建立，也要与

以后的课程相联系。（2）活动设置的复杂难易

程度要与学生的水平相关。（3）在学生兴趣的

基础上选择课程。（4）设计活动课程必须考虑

本课程外的社会意义。（5）为学生提供亲自实

践创作的机会。

三、艾斯纳课程论思想给设计教育课程改

革的启示

中国设计教育课程改革改什么？我们现阶

段的问题出在哪里？设计教育课程改革中我们

应该从哪几方面入手，应该重点注意哪几方

面呢？笔者在探究美国著名美术教育家艾

斯纳课程论的基础上，借鉴多尔（W.E.Doll）的

建构性后现代课程论、切瑞霍尔姆斯

（C.H.Cherryholmes）的解构性后现代课程论、

奥利弗（D.W.Oliver）的批判性后现代课程论思

想，结合我国社会环境与国情，归纳了艾斯纳

课程论带给我们设计教育课程改革的几点启示：

1. 从社会的发展需求设计课程

宏观上把握、设计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

式；微观上设计制定符合学生要求的具体课程

计划，并结合本校本地区的实际资源提倡特色

办学。

课程的设计，要注意课程本身有冲突和不

稳定性的特点。同时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

体现艺术的内在价值与艺术的本质特征，营造

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教学环境。承认课程是计划

与评价的指引，包括预期的学习结果。

另外，以学科为中心也要打破学科界限，形

成学科间的纵横知识网络，建构学科体系、教

学计划、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微观上设计制

定符合学生要求的具体课程计划，在课程的设

计上要注意联系社会需要。在人才的培养模式

上注重教学的过程性，学习的能动性、延伸性、

持续性，采用开发式、项目式教学。

2. 形成多元化的设计艺术教育课程目标

艾斯纳提出的三种课程目标对我国艺术设

计教育课程改革同样有启迪作用。特别是问题

式美术课程目标，它是一种针对具体美术教育

实践细节提出有待解决问题的目标，强调不确

定性。多尔也在他的建构性后现代课程论中认

为，后现代主义的课程假设是转型的，而非累

积的。在后现代课程规划中，目标不是固定不

变的，目标只是课程实施的指引，师生经验范

围的一种信号。④同样，我国艺术设计教育课

程要求创造探索的氛围，课程要具有足够的丰

富性、开放性以便接纳多元化的观点和思想。

3. 重视显性课程发展，建设学校隐性课

程，改革更新课程内容

艾斯纳的课程内容观点，对我国艺术设计

教育课程改革有三点重要启示：第一，要模糊

界限，加强学生人文意识培养，促进学生的综

合素质发展。第二，要加强学校的显性课程发

展，既要拓宽专业途径，又要扩大交叉学科建

设。例如，艺术学院可以和新闻传播学院合办

广告学专业，和城市建设学院开办建筑学专业，

实行师资相互调用，学院充分发挥自己的学科

特长，共同培养学生。第三，设计教育要重视

隐性课程建设，内容可以有学校的学术人文环

境、良好的氛围、优美的艺术、深邃的文化，艺

术学院创立独立的设计教学空间，开设专门的

画廊，桌椅的陈设等，以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

和艺术品位。

4. 设计教育应遵循设计本身是交叉学科的

提点来改革课程结构

艾斯纳强调，课程结构的设计必须具有连

续性、顺序性和联系性，这和美国教育学者

小威廉姆（威廉姆.E.多尔）提出的以对话性

会话为核心的后现代课程的四Ｒ基本原理有

相似之处。它给我国设计教育课程结构改革的

启示是：第一，课程的设置必须注意课程丰富

性（来自课程的开放性和假设性，它为合作性

对话探索提供了多重领域）的特点。设计基础

课和专业课之间不分专业方向，在大一、大二

阶段建立统一的必修课程，同时构建融合交叉

的课程体系。第二，课程结构的设计没有固定

的起点和终点，它是循环的、回归性的。在课

程结构中还可以打破年级、专业界限开设选修

课程，如江南大学为学生设立综合课程，不同

专业、不同学科、不同年级的学生共同进行课

题开发和综合设计。第三，整合课程结构中的

观念、文本、教师、学生、媒体等诸多因素互

动形成庞大的网络，课程外形成文化上的各种

连接。最后，在本院和不同学院间有目的地寻

求不同的课程结构变通方案、关系和连接。

5. 学习活动设计

艾斯纳认为学习活动是课程的中心。这对

当前设计教育的启示有两点：奥利弗批判性后

现代课程论认为，基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

课程与教学，教师、学生、课程和教材全都

面向新事物而动，教师和学生不断存在于事

件的流程中，教师计划的主要推动力是想象

在任何环境之中实现某种事件的可能性。⑤也

就是说学习活动的设计要以学生实践为主体，

教师在教的过程中加以引导、评价、激励，形

成学生认识—体验—创作，教师参与—引导的

教学新模式。第二，建立多元化的产学研合作

模式。如台湾岭东技术学院和中华形象研究发

展协会、台湾形象策略联盟建立教育伙伴关系，

聘请该会专业人士担任教职或合作教学，引

进企业个案进行实务教学，提供毕业学生就

业机会、专业辅导学生成立设计工作室或公

司等，产学合作以期达到提升设计教育质量的

目标。⑥

注释：

①（美）艾略特·W·艾斯纳：《儿童的知觉与视觉的

发展》，张丹、刘海英、孙宏、葛凌凌译，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2002，第51页。/②Elliot Eisner,The Arts and the Cre-

ation of Mind,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p159。/③同

①，第154页。/④钟启泉、高文、赵中建：《多维视觉下

的教育理论与思潮》，教育科学出版社，北京，2004，第126

页。/⑤同④，第 130页。/⑥林采霖：“设计院校与设计

业界建立双向多元化合作之研究”，《装饰》，2005.3。

【 ///////////////////////////////  】

叶蓬 杨志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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