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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與資訊化社會 

華東師範大學  錢初熹 

 

一、 人類新空間 

我們面臨著資訊社會。遠程通訊和資訊技術的進步，是當代社會重要的變革力量。這

種力量打破了地域和社會經濟方面的疆界，促進了人與物在世界範圍內的流通，進而推

動了國際化和全球化的形成。 

多媒體技術、光纜通訊設備、數位化衛星通訊系統等新的資訊傳遞形態不斷地為人

類開闢著新的空間。通過光纜或衛星等現代遠程通訊設備，幾秒鐘之內可接通世界上的

任一國家，資訊技術進入社會每一個角落，全球走向高度一體化，再沒有一個國家可以

與世隔絕了。瞬間傳遞的資訊已成為一種新形式的資本。資訊化社會的特徵在二十一世

紀將被不斷地強化。“無限寬帶”不僅促使社會經濟發生巨大的變化，同時也對教育產

生著深刻的影響。  

 

二、 資訊化社會對教育提出的挑戰 

資訊化社會對教育的挑戰體現在教育觀念、教學方式、教師角色、學生學習等諸方

面。首先，資訊技術改變人們對學校概念的認識，遠程教育的誕生打破了“學校中心”

或“課堂中心”的教育模式，並使教育目標發生了變化。培養高度創造性，並具有很強

的自學能力以及具有資訊檢索、獲取、處理能力的創新型人才成為資訊化社會的教育目

標。其次，資訊技術使教學方式、學習活動更加靈活多樣。它打破了傳統班級授課制的

教學模式，使個別化教學模式、小組協作式教學模式、在線學習、在線討論都成為可能，

從而使“因材施教”成為現實。再則，資訊技術改變了教師的角色和作用。教師由知識

的講解者、傳授者，變為學生能力構建的幫助者、指導者和促進者。更值得注目的是，

在資訊化社會中，學生學習活動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網絡給學生學會求知和發展帶來

了機遇和挑戰，學生的主動探究精神以及創造能力得以充分發揮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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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訊化社會對藝術教育提出的挑戰 

在資訊化社會中，藝術教育除了面臨上述的挑戰外，還面臨著藝術表現、傳播、體

驗等方式的轉變所帶來的挑戰。 

（一）藝術表現、傳播、體驗方式的變化 

在資訊化社會，可以用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方式來表現、傳播和體驗豐富的感官

信號。首先，藝術表現方式和傳播手段趨向多樣化。利用電腦中的畫板、圖像處

理等軟體創造藝術作品，可以產生許多用手製作所達不到的效果。特別是電腦美

術運用於設計，可以縮短調色、塗色、寫美術字的時間，大大提高效率。另一方

面，通過互聯網發表作品，可將作品迅速傳播到世界各地。互聯網已成為為藝術

家提供作品展示場所的世界最大的美術館。 

與此同時，藝術體驗方式趨向多樣化，範圍擴大了，速度也隨之提高。人們可

以去美術館觀看原作，也可以欣賞畫冊，還可以利用電子資料庫進行高效率檢索

式的欣賞，或通過網絡，隨時訪問世界各地的美術館。既可以在短時間內獲得大

量藝術資訊，也可以進行深入的研究，例如放大某一作品的局部來仔細研究其細

部等。音樂接受的方式也發生了變化，隨身聽、CD使音樂成為可以移動、攜帶的

音樂，人們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裏收聽全世界最美妙的樂曲。在音樂和表

演藝術中，電腦和藝術表現得更為相得益彰。表現、傳播和體驗都可以通過多媒

體技術融合在一起。如果某一位作曲家通過互聯網推出一部新作品，就好比在一

個擁有兩千萬個座位的音樂廳中演奏。 

與以往相比，藝術體驗、接受的方式更具有參與性。數位化高速公路提供了改

編作品的手段，使“已經完成、不可更改的藝術作品”的說法成為過去式。每個

觀眾可以在美術作品上進行各種數位化操作，將作品改頭換面。每個聽眾可以根

據自己的需要改變音樂的表現。例如，改變音量，把音樂轉換成卡拉OK，甚至調

整演奏的配器。 

（二）問題討論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資訊技術對教育與藝術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教育和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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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正以積極的姿態迎接資訊化社會的挑戰。處於教育和藝術兩頂大傘下的藝術

教育理應以更積極的姿態對應資訊化社會的挑戰。但在尋找對策前，就資訊技術

產生的負面影響進行討論。 

眾所周知，進入資訊化社會，圖像媒體對人們視覺造成很大影響。與人的其他

感覺相比，視覺感覺佔據著優先的地位。從接受的角度看，原來必須走出戶外，

移動身體才能看見外面的風景。隨著攝影、電影、電視、衛星通訊技術的普及，

現在不需要移動身體，坐在家中就能看見。但此時，眼睛通過多媒體所看到的只

是現實世界的圖像，所獲得的經驗是間接經驗。不僅如此，此時涉及的只是“看”

這一種感受。而身處大自然中，就不僅僅看風景，在看的同時還能感受到風的撫

摩，聞到多種氣味，聽到各種聲音。從創造的角度看，運用電腦美術手段創造的

僅僅是虛擬空間，在運用電腦進行美術創作時，實現的也只是人機間的對話，無

法獲得運用各種材料、工具創作藝術作品時所產生的豐富多樣的體驗。 

另一方面，隨著資訊化社會中藝術表現方式、手段的多樣化以及欣賞範圍的擴

展 ， 藝 術 走 出 了 殿 堂 ， 標 誌 、 廣 告 、 卡 通‧漫畫等湧入人們的生活，在中小學生

的身邊充滿著各種各樣的藝術資訊。“知識爆炸”引起了藝術資訊過剩，同時也

引起價值判斷混亂，受大眾傳播情緒操縱，思考類型化，消極接受資訊等一系列

的問題。 

那麼，如何對應資訊化社會對藝術教育提出的要求，取資訊技術之長而避其之

短呢？又如何通過美術教育讓學生學會選擇和處理美術資訊的方法，從消極的資

訊接受者轉變為積極的“發信者”呢？ 

 

四、 與資訊化社會相對應的藝術教育 

針對以上問題，今後中小學美術教育將從以下四方面對應資訊化社會的挑戰。 

（一） 發展檢索、選擇、鑒賞藝術作品的能力 

傳統的藝術欣賞教學以教師講解為主，學生所欣賞的藝術作品也是由教師提供

的。如今，幾何級數遞增的資訊，使美術教師不可能成為唯一的藝術資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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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技術為藝術欣賞教學提供了多元化的資訊渠道，藝術欣賞教學的重點應從教

師講授藝術史與藝術作品轉變為學生自己檢索、獲取、選擇、閱讀藝術資訊，學

習對藝術作品作出正確的價值判斷。學生通過美術學習，學會檢索、處理藝術資

訊的方法，同時提高鑒賞藝術作品的能力，以此對應資訊時代所帶來的藝術資訊

過剩，價值判斷混亂等問題。  

（二） 學習運用資訊技術進行藝術創作和藝術交流 

在美術教學中導入電腦美術，讓學生學習使用電腦軟件創作圖像，以表達自己

的思想、情感以及美化環境。並學習利用網絡傳播圖像的方法，使學生親手創造

的藝術作品超越時空和語言的障礙，與不同地點、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兒童直

接對話，在國際交流中發揮作用。通過這樣的美術學習，學生從消極的資訊接受

者轉變為積極的“發信者”，就能積極對應受大眾傳播情緒操縱，思考類型化，

消極接受資訊等問題。 

（三） 增加動手製作藝術作品活動的比重 

在提高中小學生運用資訊技術於藝術創作的同時，決不能忽視動手製作能力的

培養。這兩者的關係，猶如一部馬車的兩個輪子，是同等重要的。特別是由於資

訊技術的導入引起了視覺優先現象，其負面影響可能導致其他感官的衰退。因此，

中小學美術教育應增加動手製作立體美術作品活動的比重。在活動中，學生通過

運用各種材料和工具創作藝術作品，增強對觸覺等感覺的體驗。有可能的條件下，

讓學生走出教室，在室外進行藝術創作活動，獲得更為豐富多樣的體驗，以此對

應視覺經驗優先，其他感官衰退的問題。 

（四） 進行綜合性藝術活動的嘗試 

在資訊化社會，學生可以用圖畫、雕塑等形式創作藝術作品，也可以用動畫、

聲音、視頻等多媒體來表達自己的創意。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可以充分發揮多

媒體的作用，進行綜合性藝術活動的嘗試和探索。例如，選取某一主題，以個人

或小組合作的形式創作動畫，拍攝錄影，然後，將動畫或錄影配上聲音進行演示，

使圖像與音樂相得益彰。 

 



 5 

五、 結語 

總之，在資訊化社會中，資訊技術在對藝術教育提出挑戰的同時，也為藝術教育的發

展帶來了新的機遇。藝術教育將在保持優良傳統的基礎上，積極導入資訊技術，以達到

充分發揮學生主動探究藝術奧妙的精神，發展創造能力，獲得改善自己生活和環境的技

能、知識和資訊的目的。為了中小學生的未來發展，我們的職責是提供與資訊社會相適

應，對他們終身學習、發展有利的藝術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