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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哲学在教育中的实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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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艺术哲学作为艺术与哲学的交叉学科，其本质上是一种对于美和美好事物的思辨。近年来，随着国家的“双减”政策，

艺术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比例大大提高，这意味着提高国民审美认知的重要性在国家层面得到了认可，同时在新形势下更需要教

育工作者对于美有足够的认识。基于观者的认知程度差异，人们往往在同一艺术作品中感受到不同的情绪，而带有主观性评判的

结果在某种情下成为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实践中的难题。因此哲学性思维可以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帮助教育工作者在艺术教育活动中

分析作品、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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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哲学作为艺术与哲学的交叉学科，其本质上是一种对

于美和美好事物的思辨。自 16 世纪以来，包括康德、黑格尔、

杜威等哲学家先后研究了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并总结了不

同的实用性理论，这些哲学思想或多或少的影响之后的普世审

美与鉴赏标准。通过研究艺术作品与哲学之间的相关性可以进

一步加深人对于美好事物的认知。

近年来，随着国家的“双减”政策，艺术教育在基础教育

中的比例大大提高，这意味着提高国民审美认知的重要性在国

家层面得到了认可，同时在新形势下更需要教育工作者对于美

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哲学性思维可以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帮助教

育工作者在艺术教育活动中分析作品、总结经验。

基于艺术的特点，艺术创作活动在表现形式上没有唯一性，

文学作品中经常用“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

来表达艺术的主观性，对于绘画，雕塑，电影等其他形式的艺

术作品而言也是如此。

基于观者的认知程度差异，人们往往在同一艺术作品中感

受到不同的情绪，而带有主观性评判的结果在某种情下成为教

育工作者在教育实践中的难题。

在传统审美中认为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懂得如何处理主体与

背景之间的关系，通过明暗对比，模糊背景或其他方式突出主

体，这能在很大程度上给予观者在视觉上的震撼，这种主流审

美起源于 17-18 主义的欧洲现代主义画派，并一直被沿用至今。

但现实生活中我们日常所认知的一些“传统审美“并不是唯一

标准，传统中国画流派中大多注重写意而非写实。讲究“气韵

生动”, 不拘泥于物体外表的相似 , 而强调主观情趣与思想。这

种讲求“以形写神”,“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需要观者

有足够的想象力，同时基于创作工具的差异，一些国画并不具

备表现”明暗关系“的手段与方法但并不能说明这些作品不具

备艺术性。

除此之外随着近代以来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传统的美学流

派也受到了挑战。后现代主义无论是在创作方式或创作理念上

都试图打破前人所制定的标准，通过批判和解构传统教条主义，

这些作品同样具备了划时代性的意义。在哲学上，这个过程可

以被总结为”认知升级“和”思想解放“。通过哲学上的研究

方法，尝试在教育工作中引导学生对于作品的“整体性”的理

解，同时开拓学生的思想，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到艺术作品对于

社会和时代的意义。

对于艺术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上应该端正思想态度，树立正

确的艺术教育观念，深刻认识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在教学上应

该秉持着鼓励创新的原则，从多角度多维度地看待学生的创作

作品。基于艺术作品本身的非唯一性，可以探索不同的标准和

评级制度，并尝试用鼓励的方式开拓学生艺术思维，培养课堂

上学生对于艺术作品的积极性。除此之外也应充分发挥多媒体

教学优势，通过优化课堂结构，拓展课堂内容等方式积极引导

学生提高对于“美”的认识与追求，力争做到突破桎梏，推陈

出新。

随着群众对于艺术作品需求的提高，现代艺术作品呈现出

多元化的趋势，一些带有地域文化和特色的艺术作品在师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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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得到了关注和喜爱。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多元化的艺术

形式为新一代艺术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内容，但同时由

于认知差异，在讲解一些小众艺术或新生艺术作品时可能会出

现力不从心的情况。

在西方哲学中对于艺术多元化的话题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

期，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和物质世界是对立可以被视为是最早

的多元化理论。近代以来更多地哲学家通过理论研究的方式试

图研究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认知过程，但总体上大多数学者都

认为基于本体论上的共识认为多元艺术之间可以平等交流和讨

论并且应该遵从共识原则，即 ：基于个体的发展为考虑 ；以个

体进步和社会进步为标志 ；以致力于追求幸福为目的。因此广

大教育工作者可尝试推进多元化艺术教育，在传道授业的同时

不忘提高学生对于多元化艺术的认知，让学生真正做到在思想

上与艺术品共鸣。

在波普尔多元主义和柏林多元主义的争论中可以发现，多

元化的本质是网格状的，不同的风格，形态，思想都可以被看

做网格中的线段，而这些线段相交的点则是创造力的体现。

例如徐悲鸿在作品中融入了西方的解构主义和写实主义，

通过传统中国花的技法，让山水，走兽等一系列传统题材的作

品迸发出崭新的活力同时也获得了极大地艺术的成就。通过融

合多元化的艺术，欣赏不同派系的艺术作品，学生才能具备足

够的创作素材 ；理解多元艺术的核心价值观能够进一步带动学

生的审美认知 ；通过教育工作者讲解，在课堂上学生将不再局

限于欣赏作品而是辩证的思考作品本身及其背后含义并在无形

中提高创作动力和创造力。

作为西方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逻辑学在哲学研究中的

地位尤为重要，相较于研究一般事物认知而言，逻辑学更注重

研究人对于事物之间的思维，及两个事物之间的思维联系。

作为古老的学科，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们就开始尝

试阐释逻辑思维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解释篇章》解释词句；《前

分析篇》讨论推理过程的有效性问题 ；《后分析篇》讨论逻辑

证明条件之间的过程，推理与方法 ；《辩论篇》则探讨了辩论

艺术和论点方法。

17 世纪之后，随着科学革命，逻辑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培根将逻辑总结为反映客观事物，演绎事实的方法论，并且强

调了其重要性。如果将一般性哲学成为对于“世界观”的学问，

那么逻辑学可以被看做是具体的实践工具和应用。艺术作品中

亦存在着逻辑，作品是创作过程的结果，而整个创作过程与作

者的经历密不可分，然而大多数人往往忽略这一客观事实，更

注重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忽略作品和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

通过逻辑推演，我们可以试图还原艺术创作过程，并对于未来

的创作积累宝贵经验。

研究艺术作品逻辑可以从三方面入手，这也是在哲学研究

中常见的方法。第一是要了解作品的演绎过程即“演绎式思

辨”。通过概念，范畴和体系确保全方位的了解研究对象个体，

并且由浅而深地逐步加深对于作品理解。这种方法类似于绘画

技巧中的以点立线，先要确定研究主体的概念，然后依据某一

点进行相关的拓展。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试图分析“米洛斯的维纳斯”这尊雕

像时，会先确定一些雕像的基础属性例如创作时间，材质，人

物形象，发现地点。通过整合这些基础属性，每一个属性上可

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性分析。米洛斯的维纳斯创作于公元前 1

世纪左右，在希腊爱琴海区域被发掘，其材质为大理石并仿照

了希腊神话中雅典娜的形象。如果追寻创作时间，那么创作时

期处于罗马征服时期，此时希腊各城邦正积蓄力量试图对抗罗

马的军队，同时这一时期的数学有着很大的提升，这也能解释

为什么后世能则算出雕像刚好处于黄金分割比例。如果我们从

材质入手可以发现，希腊地区盛产大理石，并且这种石雕塑像

常被用于艺术品创作，其硬度刚好符合爱琴海地区的常见大理

石，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尊雕像雕刻于本地而非来自需要经过

运输的雅典。通过逻辑演绎，不同单元之间的线索可以纵向研

究，同时不同单元之间的线索也可能出现重合，这能在研究上

相互佐证。

因此在艺术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者也可以尝试通过逻辑演

绎的方法相互佐证作品信息，保证教学的真实性。

另一种逻辑方法被称为归纳式思辨，不同于一般演绎，归

纳式思辨的核心在于寻找个体之间的联系，通过研究概念，关

系从而构建出系统的，总体上的认知。因此归纳式思辨并不

拘泥于某一种特定的艺术作品或艺术形式，而且着重于不同个

体之间的关系。艺术流派的划分可以被看做是归纳式总结，在

17-18 世纪，具有某种相似艺术结构的作品被称为古典主义时

期，它们的主体大多拥护集权，克制个人欲望并有着严格的艺

术规范。基于某种相似性，作品之间的联系可以成为某种线索

进而构建出一个时代的艺术体系。雅克·路易·大卫 在他的画

作《马拉之死》中描绘了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法国大革命时期

的雅各宾派领导被刺杀的场景，并凝造出古典，庄严的环境 ；

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与《马拉之死》创作时期相同，并且

有着相似的手法表达英雄主义和悲剧色彩，基于同一时代和相

似的精神内核，两者都可以被看做是古典主义时期的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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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不同的艺术形式，也能够通过归纳的方法找到二者在

艺术上的共同点。这种总结与概括不必拘泥于技法或形式，他

往往研究作品更深一层的精神意义和文化属性。如果说古典主

义作品有着某种时间上的相似性，那么新古典主义作品则一直

被沿用至现在，其本质在于在保持传统审美的同时兼顾了科学

与革新，在思想上进一步打破传统的繁冗审美。无论是建筑学

上的集大成的法国先贤祠，还是象征着公民权力崛起的《赫拉

斯兄弟之誓》，其本质上表达了对于神权的反抗并且体现了人

权的价值。通过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在通过归纳法研究艺

术作品时，观者可以集成某些特点并透过现象发觉艺术本质，

这个方法在教学理念中亦是如此。通过归纳法讲解作品，学生

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思维锻炼，做到“以线到面”的深度学习，

在欣赏作品的同时进一步了解艺术作品之间的逻辑关系与作者

的创作目的。

最后一种在哲学研究和宗教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被总结为

“顿悟式思辨”，这种方式不同于传统的步骤逻辑，而是通过跳

跃式思维联想命题试图找到结果。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研究法

往往被称为顿悟，感召或开窍。顿悟式思辨往往基于经验，它

可以被看成是某种联系之间的高度总结，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样

本和经历，再完美的天才也难以顿悟。在艺术领域往往将顿悟

式思辨作为衡量学生是否有天赋的重要标准，而忽略了顿悟本

身需要足够的积累。诚然，因为家庭，教育，自身等多方面差异，

不同学生在艺术上的感知力是不一样的，那些在空间感，构图

或是学习效率方面有突出表现的被认为是有天赋，往往能获得

更多地关注。同样，在艺术创作中“灵感”也被认为是最重要

的部分，一些艺术家为了寻找灵感不惜尝试各种办法只为创造

出满意的作品。综上种种皆可以证明顿悟式的思辨需要某种跨

越逻辑式的思维，然而跨越逻辑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逻辑，当我

们通过作品反向追溯的时候依然能够看到艺术作品的逻辑层

次。李白在创作诗歌时总是酒不离手，每每赋诗一首，或狂饮

或小酌，胸中自有沟壑，千古诗篇才脱口而出。然而无论是月

下独酌的孤寂，还是一剑光寒十九洲的豪迈都离不开作者本人

的经历，酒精可能是某种媒介或刺激，但真正让他写出千古诗

篇的必然是其远非常人的经历和见闻。在创作过程中，顿悟式

思辨相当于“以面成体”，它是完成最终作品中必不可少的环

节，同时也是对于以往经历的高度总结。然而有一些艺术家过

于迷信于创作灵感，而忽略了本身的知识与沉淀。给予他们过

往经历，或许在某一时间段能创作出优秀作品，但缺少后期学

习必然会导致江郎才尽。因此在运用顿悟式思辨的时候应该端

正态度，在承认跳跃式逻辑的同时也要谨记反证逻辑过程，依

靠自省和补足才能够持续性输出优质作品。对于教育工作者而

言，在教学工作中不应该否认学生的奇思妙想，同时应该试图

引导学生追溯自己想法的起源和过程。诚然，艺术创作不是科

学实验，不必遵循循规蹈矩和按部就班，但是仔细分析一些伟

大的作品，我们依然能找出他们之所以成功的逻辑关系。当讨

论艺术逻辑问题时应遵循理性原则，不必矫枉过正从而有失公

允。

通过研究哲学逻辑能够间接性的辅助艺术教育，在逻辑工

具中演绎，归纳和顿悟三步之间相互关联。演绎思维是“以点

至线”，它在创作中确立了作品定位并规定了作品反应的主体 ；

归纳思维是“以线成面”，通过拓展和总结，能在很大程度上

丰富创作的内容；顿悟式思辨类似“以面成体”，其进一步提高

作品的艺术作品的内在价值。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好的作品的

创作过程都具备以上三种思维模式，其核心在于人文关怀和独

立思考。

因此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通过逻辑学的方法因材施教能

够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找到自己作品的定位并帮助学生养成自我

审视的好习惯，这是当今艺术界和社会迫切需要的改变。

基于时代的变迁，教育工作者不得不面临更多更复杂的考

验，尤其是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环境和学生都在变化。我

们不但要思考如何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更应该审视自己是否

拥有适应时代的教学能力。通过哲学化思考，艺术教育工作者

也要在工作中尝试创新，质疑审美的唯一性能够帮助我们和学

生开拓视野，摆正心态 ；对于多元艺术的研究能够建立对于艺

术作品的正确认知和态度，提到对于多民族和小众文化艺术的

鉴赏能力 ；最后尝试使用哲学工具可以进一步对抗时代的变革

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教学能力。

每个艺术教育工作者身负培养未来人民艺术家的伟大使

命，在新时代中只有积极进取，与学生共同进步才能不负身为

教师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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