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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轰动"全国的埃及文物涂鸦事

件#肇事者居然是一名初中学生#在他受到

网友强烈谴责时#我在想#这件事不更应该

反思家长$学校对孩子的教育吗% 初中生虽

然是孩子#但已经具有接近成人的思想意识

了#做出这样可悲可恨的事#还是从小的教

育中文物保护意识缺失所造成的& 无独有

偶#在中国的景区#总能看见家长让孩子在

雕塑上肆意爬窜$合影#全然不顾一旁!禁止

触摸"字样的提示&这样的事绝非偶然#只是

这次的埃及涂鸦事件让我们的国民素质坍

台坍到国际上了#才引起如此关注#而这其

中反映出的素质教育缺失受到关注了吗%

艺术$人文这些!软件"即便在今天也

是小众所关心的话题# 并没有融入到常态

的发展中去& 而欧美国家之所以艺术发达#

原因就在于他们让艺术融入日常# 不但博

物馆$美术馆的数量和质量超乎想象#并且

在学校的日常教育中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要

地位&

汉学家$意大利女作家吕贝卡'奥蒂曾

向我提起过美国教育家希利尔百年前的著

作(美国学生艺术史)#这本涵盖了人类文

明史上最著名的艺术之作# 其实是美国学

校 !至 "年级学生的教材&她听说这本艺术

基础教育课本在中国成了许多成人自学艺

术史的教材#感到有些意外#这让我惊觉#我

们的基础教育中#从没包括过艺术史&

事实证明#即便成人后#很多人还是会

自发地去拾起艺术这一块知识#并非为了成

为艺术家#而是通过艺术让自己的精神生活

变得更丰富& 既然如此#为何不能在学校里

就开设艺术史课呢%现有的美术课不过是让

学生学着画画#而对于传世的艺术品$艺术

家$ 艺术事件却没有专门为学生进行补充#

说到底#这还是对艺术史的不重视&

有没有想过# 当孩子在语文书上学到

(蒙娜丽莎)#一定很想看看这画究竟美在何

处#达'芬奇又是怎样一位天才艺术家&然而

在美术课堂上却只能得到只言片语的解说#

完全无法满足学生的好奇心#更别提引起他

们对艺术产生强烈的兴趣了&

而在艺术发达国家#无一例外的是他们

都不缺对儿童艺术教育的普及化&让孩子懂

点艺术史常识#不仅能让他们充满想象力和

创造力#更是开阔眼界#领略世界文明精粹

的一条捷径& 比起一味学习语数外#以考试

成绩为出发点的教育# 多一点时间给艺术#

让艺术成为日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多

给了孩子一些眼光&

! ! ! !今天“六一”恰逢周末，一定有不少家长
选择带着孩子来到博物馆、美术馆进行一番
美的浏览。曾经不少次看到，孩子在父母一知
半解甚至完全凭空想象的“讲解”中似懂非懂
地点着头，不禁让人感到有些疑虑：单靠非专
业的父母而没有专业人员的解说，孩子怎么
看得懂？甚至有孩子坦言，“看名画不如在家
玩手机。”我们的艺术教育究竟怎么了？

走进艺术馆 应该怎么看?
! ! 父母想给孩子更多审美能力，但却力不
从心。即便是在上海、北京这样艺术产业相对
发达的城市中，美术馆、博物馆中没有配给专
业讲解人员的并不在少数。当记者来到几家
美术馆，看到不少小朋友对展示的艺术品兴
趣缺缺，甚至有孩子坦言：“在这里看名画，还
不如在家玩手机、打游戏。”

很多家长反映，即便带孩子去参观一些
经典作品，也只能在作品边上看到一块小牌
子，上面只简单地介绍了作者姓名、作品名称
以及作品材质，而具体到创作者背景介绍，或
者作品的解说却不知该从何看起。一旦孩子问
起“这幅画里画的是什么？”、“这雕塑是怎么
做出来的？”这样天真的问题，家长往往无法
给出解答。“我们也明白要博物馆请专业人员
负责讲解有各方面的困难，是否可以请一些志
愿者在周末到馆内为孩子解说一下，又或者起
码配上一些可供租赁的讲解机也好啊！”一位
家长坦诚地对记者说出心中的期望。

孩子天生就容易被美的事物所吸引，然而
仅靠着本能的欣赏并不能让孩子收获更多艺
术，比如一些抽象的、后现代的创意作品，没
有一定的引导孩子完全不感兴趣；而一些珍
贵的经典作品，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作品，
离开了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设定，更让孩子
难以理解作品背后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历史
意义，造成一知半解。其实，国外不少博物馆和
美术馆都很注重对互动区、儿童活动区的设
置，往往每周都会有各式各样专门为青少年儿
童开设的学习活动，有专门的老师带领孩子在
亲自动手的同时，更好地理解艺术创作是怎么
回事。虽然目前在国内要达到这样的程度还有
不小难度，但至少应该投入更多，为孩子的参
观提供更多辅助，才能达到艺术教育的效果。

我的美术课 谁愿意还我？
除了在专门的艺术场所，孩子在学校里

的艺术教育同样令人担忧。虽然素质教育的
改进正在逐渐改变目前的学校教育体制，然
而对美术、音乐、体育这样，无法在成绩单上
显示出成果的科目始终还是没能受到真正的
重视。加之，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了“艺术无
用论”这样的观念，即便主课老师抢了课，大
家也觉得无可奈何，很少会主动去要求（可能
也不敢要求）去接近艺术，创造艺术了。
归根到底，在中国，还是因为大部分人觉

得艺术这条路不好走。很多人以为的艺术工
作者除非成了大家，才会得到良好的经济基
础和社会地位，而大多数搞艺术的连生活都
负担不起，会变成“穷画家”。因此，父母出于
对孩子未来的担忧，便也很少有愿意支持孩
子走上艺术创作道路的动力。
更可悲的是，这样不希望孩子从事艺术

工作的家长们，有些却是为了高考加分这样
的原因，又会让孩子拼命“补习”艺术，以弥补
主学科的不足。他们花了大价钱，孩子在学业
之外又增加了负担，而孩子是否真正对艺术
感兴趣，却无人问津。而当高考结束后，这辛
苦习来的“特长”还能剩下几成？
如今，我们对孩子还是很少有真正的艺

术教育，还是没有意识到艺术能给孩子带来
的无限可能。在不断了解艺术的时候，其实也
是对孩子人生的一种综合了人文、历史、品质
等多方面的补给，蕴含着无穷的能量。这证明
我们的教育仍没有意识到艺术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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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日常 多给眼光
! 黄伟明

# 父母与孩子在一幅当代画

作前驻足观看!是好奇" 还是

解说着其中的表现含义" 孩子

摸着小脑袋在想什么" 场景还

真让人思考

董鸿景 摄于中华艺术宫

# 这几根细钢条造型在说什么"孩子们专注地跟着老

师进入了抽象的世界

文清 摄于西班牙巴伦西亚艺术博物馆

儿童邮票童真感人

最初的印象和最后的纪念

首届!国际公共艺术奖"高
起点评选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