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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艺术本是从生活中来的，出来的艺术并没有离开生活，仍在其中； “艺术在生活
中”，是一个对客观状况的描述和分析。“生活在艺术中”，是一个主观的愿望，希望能生活在艺

术中，希望生活能达到艺术的高度，希望艺术般地生活，从而有更高的生活品味和质量。每个

领域都可能出现艺术，教学亦然。教学艺术可能包括教材处理艺术、表达艺术、语言艺术、交

流艺术、追问艺术、时间配置艺术，等等。与绘画艺术、书法艺术、雕刻艺术、戏剧艺术等相

比较而言，教学艺术有其特别之处：一是神往、交互；二是有特定的对象，因而有特别的使命；

三是它更是未来的艺术，通天达地的艺术。艺是术，术不一定是艺。术须达到一定高度才叫艺。

教学活动达到艺术的境界，需要磨练；而磨练需要长期的坚持；长期的坚持源自热爱，还有责

任、美学与哲学的支撑、知识的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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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是一个对客观状况的描述和分析。

为什么说要 “生活在艺术中”呢？这是一个

主观的愿望，希望能生活在艺术中，希望生活能

达到艺术的高度，希望艺术般地生活，从而有更

高的生活品味和质量。

什么样的生活都可达到艺术吗？任何领域里

的生活都可走向艺术吗？什么人的什么生活都能

变为艺术吗？什么生活里的什么人都将艺术地生

活吗？

不是有教学艺术、演讲艺术、行政艺术、领

导艺术、管理艺术、经营艺术、政治艺术、作战

艺术吗？还有歌唱艺术、相声艺术、书法艺术、

舞蹈艺术、快板艺术、京剧、湘剧、汉剧、越剧、

粤剧、黄梅戏、花鼓戏、东北二人转、西北放歌、

草原牧歌、壮乡情歌、高原山歌、江浙小调、钢

琴独奏曲、小提琴独曲、二胡独奏曲、琵琶独奏

曲、……古筝、单簧管、京胡、手风琴、马头琴、

黑管……还有大型交响乐。歌曲中又分美声、民

族和流行。

有哪个领域不出现艺术？服装设计师能不讲

究艺术吗？建筑师能不讲究建筑艺术吗？厨师能

不讲究菜肴的色香味吗？德国小轿车为何精致且

漂亮？为什么无论哪一种商品都讲究包装？为什

么演员都要化妆？为什么女子早起时都要梳妆？

为什么在一定的场合要穿上西装？为什么乒乓球

女运动员穿上裙装？为什么游泳穿泳装？为什么

许多戏剧演员穿戏装？为什么房屋的室内装修费

用甚至超过土木开支？为什么常常有张灯结彩、

锣鼓喧天、欢声笑语？

艺术为何在生活中呢？

人们走着走着，便跳起来了，舞起来了，于

是，舞蹈产生了。

人们说着说着，便唱起来了，歌起来了。于

是，音乐出现了，歌唱出来了。

人们写着写着，便笔下生辉了，书法出现了，

各种体裁的书法艺术出来了。

教师们教着教着，总是认真地备着课，总是

盼望学生喜欢自己的课，从自己的课中习得更多

更好。于是，不只准备讲什么，而且推敲着怎么

讲，想得多，琢磨得多，教学效果就越来越好，

学生也越来越喜爱这门课，因为这种课正如艺术

一般了。

有必要探讨一下：艺术究竟是什么？

可以与科学比较一下，科学寻求可重复出现

的东西，然而，重复的东西便不是艺术。科学寻

求共性，然而，只有共性，艺术就消失了。有个

性的，不一定是艺术；无个性的，一定不是艺术。

科学寻求普适性、世界性，艺术寻求民族性；不

过，又有一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因为

艺术是以其独特而屹立于世的，科学是以普适屹

立于世的，都具世界性，但其性质是不同的。

艺是术，术不一定是艺。术须达到一定高度

才叫做艺。

有一个共同的现象，世界上的科学家们都很

尊重艺术家，敬重艺术家，并且由衷地向艺术家学

习，盼望自己能像艺术家那样工作、那样生活。

他们之间活动和工作的性质是如此不同，科学家

为何向艺术家学习呢？他们不一定仔细分析过为

何要向艺术家学习，但我细想一下，觉得可能有

三个原因：一是科学家也还是从多样性中去寻找

统一性的，还是从个性去寻找共同的；二是艺术家

们喜欢标新立异、别出心裁，这也是科学家想学

习的；三是，最重要的一条可能是学习艺术家的思

维方式，艺术家的思维是属于创造型、开拓型的，

艺术家们更多运用的是直觉、形象、发散、归纳

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对科学家们格外重要。

在中国，知道梅兰芳、杜信芳的人，不会比

知道吴文俊、钱三强的人少。

在世界上，知道海涅的人，不会比知道康德

的人少；知道普希金的，不会比知道罗蒙洛索夫

的少；知道莎士比亚的，不一定比知道牛顿的少。

这种比较可让我们看到，艺术的影响更具普

遍性。也可看到，更多的人是生活在艺术之中，

而相对较少的人生活在科学之中，更少的人既生

活在艺术之中，又生活在科学之中。

世界上有两种语言无需翻译，一种是数学，

一种是音乐。数学比科学更无需翻译，音乐比歌

曲更不需翻译。另一方面，越是无需翻译的数学，

读起来也特别困难；越是无需翻译的曲调，欣赏

起来也需要特别高的水平。能够读懂伽罗华、阿

贝尔、黎曼的数学的人，世界寥寥无几；能够欣

赏郎朗的钢琴独奏曲的人，也不多。越在高端，

越具人类共性，也越不易透彻理解。

好的音乐如天籁之音，好的数学著作亦如天

书。数学如同哲学，来自人的心灵，来自上天的

赐予。

为什么人人都喜欢艺术？因为人人都喜欢美。

为什么不是人人都喜欢数学和科学，难道数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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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吗？难道科学不美吗？确实都很美，但它们美

的性质有所不同，欣赏起来也不尽相同。科学美，

是清冷的美；艺术美是热烈的美；科学美是抽象

的美，艺术美是形象的美；科学美是理性的美，

艺术美是激情的美 （含壮美、凄美等）；科学美和

艺术美都来自心灵深处，但艺术美是波澜壮阔的，

科学美是波澜壮阔后的平静；科学美是男子汉的

俊美，艺术美是女人的秀美……艺术美和科学美

一起美了世界，美了人间。

教学艺术中可能包括教材处理艺术、表达艺

术、语言艺术、交流艺术、追问艺术等。或许还

有时间配置的艺术。一首歌或曲的高潮常出现在

整个曲目的０６１８那个时段，一堂课的高潮应出现
在什么时候呢？也有０６１８那个时段吗？

不可能没有高潮吧？否则，那不就是平淡或

平铺直叙吗？会有头脑风暴吗？

很可能不是自己想有就有高潮的，也不是想

何时出现就一定是那个时候出现的，这既与自身

的讲授有关，又可能与听者有关。

心态很重要：不是别人一定要听你的，而是

首先你自己希望别人愿意甚至喜欢听你的，愿意

或喜欢跟你对话。

先探讨一下，教学中什么不算艺术？

平淡不是艺术；唠叨不是艺术；单口独白不

是艺术；只求严谨不是艺术；只有逻辑不是艺术；

没有多样不是艺术；没有翻新不是艺术；没有意

料之外不是艺术；没有个性不是艺术；没有风格

不是艺术；没有亲近不是艺术；没有惊异不是艺

术；没有故事不是艺术；没有笑料不是艺术；没

有幽默不是艺术；没有诙谐不是艺术；没有适度

夸张不是艺术；没有余味不是艺术；没有迂回曲

折不是艺术，甚至达不到一定的哲思也不是艺

术……

弄清了什么不是艺术，并不等于弄清了什么

是艺术，更不意味着懂得了艺术是什么；不过，

总还是有利于我们去知晓艺术是什么的。

熟能生巧，巧了，是不是达到艺术了呢？还

有可能出现弄巧成拙的情形吗？

教学艺术与绘画艺术、书法艺术、雕刻艺术、

戏剧艺术……有何不同吗？当然，一般说来，任

何不同类别的艺术彼此都会有所不同，教学艺术

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之处吗？特别之处可能主要有

三点：一是神往、交互；二是有特定对象，因而

有特别的使命；三是它更是未来的艺术，通天达地

的艺术。

炉火纯青，达到艺术般的教学水平，十年的

功夫可能还不够；基本成艺二十年吧，一直地锤

炼，可能是终生之事。教学艺术并非可望不可及

之事，认真去磨，二三十年功夫应当可以与教学

艺术行见面礼了。

一辈子从教，岂能不让自己生活在教学艺术

之中？艺术必在教学中，而我们就可以活在教学

艺术中。

说来，这仍然是属于教育美学的一个话题。

各类的艺术，音乐、绘画、雕刻、戏剧、快

板、相声……是直接的艺术，是美的直接表现。

它们直接在人们的生活中，人们也力求生活于

其中。

各种非艺术类的专业活动中，也有自己独特

的艺术。不只是从艺的，那些从商的，从军的，

从政的，从企的，都可以有自己的艺术。从教的，

当然可以有自己的艺术，因为其工作的特殊意义，

或许更需要有艺术。

教师的教学可以令学生赏心悦目吗？可供他

们欣赏吗？可以是他们的一种享受吗？可以令他

们流连忘返、终生难忘吗？只有艺术般的教学，

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在我看来，我中学时的张国魂老师、赵孝恭

老师给我的，便是艺术般的知识；大学时，李盛

华老师、杨少岩老师给我的是艺术般的数学；后

来，我又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那里习得艺术般

的哲学。所有这些让我流连忘返，并运用于我的

教学，还运用于我的行政工作，我亦曾追求行政

艺术、管理艺术。当然，我自１９５９年大学毕业后，
一生孜孜孜以求的核心艺术，还是在教学方面。

音乐一类的知识给我以深深的影响，伴随我

一生，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数学和哲学。我

喜爱它们，它们亦必喜爱我、关切我，给我以智

慧，并给我以艺术，让我生活在艺术中，尤其生

活在教学艺术中。这让我在平平静静的教学中，

与艺术生活在一起。

在各种活动中都可以达到艺术的境界，但这

需要磨练。教学活动当然可以达到艺术的境界，

当然也需要磨练。

但人为什么去磨练呢？磨练是要花功夫的，

很费力的，为什么愿望花力气呢？这显然需要有

长期的坚持，支持这一过程的意志从哪里来？

我觉得，首先是热爱。从有志于教学，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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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于教学，再到喜欢和热爱教学，这也不是轻

易可以完成的过程。只是认识到教学的重要性，

那种深深的热爱之情并不一定立即产生，而只有

在深深的热爱之情的支持下，认识才会更深入。

我本人讲过２３门不同的课程。我愿意接受新
的讲授任务，去讲授从未开设的课程，愿意接受

挑战，这也是挑战自己。以致于我亦追求着教学

艺术，或许，我可能已达到了艺术境界的边沿，

是什么促使我能这样去追寻呢？

我想，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责任，

二是热爱，三是美学与哲学的支撑，四是知识的

广博。

一是对责任的认识，对于教学，我视之为自

己的作为教师的天职，这是一个认识方面的因素。

二是热爱之情感，这种情感需要一个培养的

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比认识轻松。只有在不断努

力的过程中，不断改进教学和与学生的交往中，

这种情感才可能升华，才由认识到喜欢，到热爱。

第三，我把自己在哲学、美学上的习得随时

用于教学，这样，就有可能提高教学的深度，为

教学注入美学要素，从而有可能使自己的教学成

为艺术。

第四，知识的宽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

宽广有利于旁征博引、触类旁通，有利于使教学

故事化、情节化，从而趣味化。热爱教学从热爱

知识开始，我努力钻研、思考和探究，从而为丰

富教学，形成教学艺术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人们希望生活在艺术中，可是，真正做到这

一点，确实是需要功夫的。形成艺术，享有艺术，

传播艺术，亦为作为教师的我之所求。

（责任编辑：赵惠君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

（上接第１０页）

足”这句话，体现了军校教学过程的因果关系，

充分说明了教学双边活动的目的在于促进学员素

质全面发展、满足学员学习需求，实际上这正是

军校教学过程的核心和主要方向。从这个意义上

说，军校教学过程的实质就是促进学员的发展。

因为，尽管军校教育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

但教学是军事人才培养的主渠道，是院校的中心

工作，离开有计划、有组织的规范性教学活动，

学员素质的全面发展是难以实现的。

第四，明确了教、学双方各自的地位和作用。

上述表述明确提出，教学过程是由教、学双方共

同进行的，教员和学员都是教学过程的能动性要

素，共同决定着教学过程的运行和发展。其中，

学员作为具有主体地位的人，具有高度的主观能

动性，其素质发展主要取决于主观能动性发挥的

程度；教员在教学过程中起着把握方向、组织调

控、指导和帮助学员学习等 “主导”作用，对学

员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换句话说，军校教学过

程就是教员主导作用和学员主观能动作用协调统

一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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