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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教育对系统思维的促进

作为独立个体的学生是千差万别的，塑造过程也需

要多样化的供给。艺术教育可以为此做出贡献，提升学

生的学习能力，也可以健全高中生人格的塑造与系统思

维的强化，实现他们的全面自由发展。通过系统思维的

促进，开发学生的潜能、促进高中生各项能力的提升，

让他们从被动成才向主动成长转变，进而促进他们在德

智体美劳等诸多方面得以全面、和谐、充分和自由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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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系统思维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了适应人们对复杂事务的认识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崭新的

科学思维方法。它是一种以整体的方式思考复杂系统的能力，是思考力的重要标志，并不仅仅是单独的部分。通过

艺术教育从整体的、立体的、结构的、动态的系统角度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进而对系统思维进行促进和强化。系

统思维是高中生较难掌握的能力之一，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的形式，发展和培养他们的系统思维。音乐和绘画可以作

为影响和强化系统思维的中介，以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通过艺术教育既可以促进学生对系统思维的理解，也可以

加强高中生的批判性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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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thinking is a new scientific thinking method 
in order to adapt to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complex affairs. It is the ability to think about complex systems in a holistic way, 
an important sign of thinking, not just individual parts. Through art education, problems can be understood and solved from 
a holistic,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al and dynamic system perspective, so as to promote and strengthen system thinking. 
Systematic thinking is one of the difficult abilities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master. It can be developed and cultivated 
through art education. Music and painting can be used as mediators to influence and strengthen system thinking,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rt education can not only promot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system thinking,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critical ability and creative thinking abilit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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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艺术作为一种表达形式，能够表现隐性的、具身化

的认识。它的主要功能是可以使经验客观化，以便我们

能够思考和理解艺术。通过美学形式帮助“无形”的概

念变得可见，艺术教育在这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生

可以通过创作和他们自己的经历相关的艺术品，使其更

加记忆犹新。在新时代艺术教育发展背景下，需要构建

科学、合理的系统思维，促进高中生整体素质的发展。

比如在讲述故事时，如果这个故事很有趣，那么学生就

会记住并重述它，此时，不需要对故事进行多余的讲解

或解释。艺术也可以如此，当艺术作品被用作最本质的

解释时，我们可以直接得到它最本真的意义，不必添加

太多理性的解释。一个人可以受到艺术的启发，就像艺

术中的音乐学习一样，高中生们在音乐课堂中进行探索

学习，借此可以把具有不同想法观点、不同思维、不同

类型的学生组成一个大集体，并带来一系列的具有挑战

性的问题，同学们可以对此提出新的想法和观点，让这

些问题得到解决。艺术教育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系统思

维的发展，是因为它可以将高中生的身心、想象力和认

知知识结合起来。不过这些知识仅仅只是通过讲座或课

程作业的完成等传统形式是不够的，需要让学生置身其

中，先体验，投入情感，然后进行更深入地了解，通过

进一步学习，借以提升他们的整体思考能力。在此方面

艺术教育可以提供不同于其它学科的方法，可以让每个

学生以他们自己的特定方式与艺术相联系，最终使自己

得到独一无二的感悟。因为系统思维是一种将系统作为

一个整体来思考的能力，而不是只单独考虑各个部分 [1]。

所以借助艺术教育可以引导学生用整体性的视野去观察

现象，用综合的、启发式的对话和讨论的方法提升自我，

从而达到对他们系统思维的促进。

二、艺术教育对高中生系统思维的强化

（一）美术课程对高中生系统思维的强化

艺术内部之间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进行艺术教

育时可以不用言语作额外的说明，便具有使课程更加丰

富多彩和多样化的能力，艺术可以教给我们其他课程所

无法获得的不同知识。艺术可以“作为一个可视化者”，

不仅仅是通过文字，也可以通过绘画展现每个人的想

法。美术课程可以帮助高中生更好地理解系统思维的内

在意义，将周围的环境作为整合成一个整体来看待，并

借助它们来进行创作。在进行艺术学习后，高中学生可

以获取与众不同的知识、创意，发挥他们的分析技能以

及创造力，带来令人惊讶、充满惊喜的观点和成果。除

了通过强化对系统思维的理解之外，在美术教育过程中

也可以通过美术作品打开学生的思维定势，开发他们新

的观念想法，发展其创新能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培

养他们的视觉素养并引发其批判性反思，使高中生逐步

建立起整体思维方式。充分发掘艺术的内在力量是强化

系统思维的必要过程，在此基础上，可以使高中学生更

好地进行艺术学习和艺术创造。通过创设艺术环境，例

如参观博物馆，让学生寻找一件艺术品并对其进行描

述，是让高中生接触艺术的另一种方式。在学生思维发

展水平不太高的情况下，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让高中生以

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构思，集各家所长，合力完成一个

作品。通过小组讨论可能会影响或改变某些高中生对绘

画的粗略看法。高中生对艺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阐述，

因为更重要的不是仅仅知道绘画的客观理论，而是对其

要重新进行“意义创造”的过程。参与这个过程时学生

需要注入情感联系，或许可以让他们与美术作品产生共

鸣。不过在这其中要注意适度原则，根据学生思维的发

展水平，合理设计最近发展区，思维训练难度要适中，

不可以对学生提出过高的要求，以免影响学生美术学习

的积极性；思维训练难度过小，则达不到美术学习的

目的，白白浪费课堂时间。借助艺术教育可以帮助让

我们看到事物所处的整个系统而不只是看到局部；要

注意系统内各因素之间的各种联系，积极运用发散性

思维来进行创造性的联想和升华，继而强化高中生的

系统思维能力。[2]

（二）音乐课程对高中生系统思维的强化

在艺术学习过程中，高中生可以通过想象、联想、

联系自身的方式来创作自己想要的艺术作品，也可以从

中表达自我，从而带来个人成就感，强化其系统思维。

艺术创作时需要利用其内心生活的丰富性，让它蓬勃发

展，丰富作品内涵，并为我们的更充实的生活做出贡献。

在课堂中的音乐创作学习可以有效地强化系统思维，高

中生可以与同龄人合作采取行动和交流思考，以提高他

们对系统思维的理解。通过音乐课程的学习，可以帮助

学生快速进入思考过程，使高中生能够批判性地思考课

堂上讨论的问题，并向他们展现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对

问题进行解决。例如可以观看街头艺术、音乐或舞蹈。

高中生可以在小组讨论的背景下研究艺术创作的效果，

或与其他参与者合作在课堂内外积极进行艺术创作。在

对音乐和影像结合所表现出的画面特征中培养高中生的

问题意识，是在艺术教育中强化系统思维的有效途径，

可以鼓励学生在课堂中用对话、交谈的方法来达成思维

模式的拓展和思维方式的训练。俄罗斯哲学家巴赫金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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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对话原则是对所有交流活动的哲学概括，他认为

“对话性是具有同等价值的不同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

殊形式”，自我是出现在他人意识与自我意识的衔接处。

在自由交流时，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每个人都可以自由

交换自己的想法。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学生们将自己

对音乐的见解与想法完全展现出来，从而更进一步的深

化，并且超越他们最初的想法，这些是用从音乐作品中

探讨问题的方法来拓展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模式。在音乐

歌剧欣赏时可以让学生先了解背景知识，运用多种学习

方法，借助历史学知识等进行深入探索，借此也可以培

养学生的系统思考习惯，训练学生在面对文艺作品和社

会现象时打开视野，综合自己的多方面知识背景来系统

地研究、分析对象，通过音乐课程的学习达到对学生系

统思维强化的效果。[3]

（三）舞蹈课程对高中生系统思维的强化

舞蹈是经过提炼、组织和美化了的人体动作，是一

种肢体动作的艺术。系统协调、规律组织是舞蹈产生的

前提，所以进行舞蹈学习可以更好地强化高中生系统思

维。在舞蹈课程学习中，高中生需要从整体角度出发，

结合所学的相关知识进入学习过程。舞蹈它本身就集百

家之长，这也体现系统思想中整体性的原则，把它各方

面的优点综合到一起，而且取长补短，做好艺术的自我

消化，会使整体的质感和水平大进。前提是需要充分了

解高中生的个体性差异以及他们的独立创造性思维等，

不断挖掘学生的内在潜力，让他们在知道舞蹈题材后就

要了解这个题材的内在文化，还有舞蹈的具体结构、具

体动作、具体表情，而这些是需要系统协调合作完成的。

例如，在舞蹈课程中采用将动作进行拆解的联想方法提

高学生学习效率，可以结合舞蹈课程的内容给学生设置

一个物体模拟的主题，也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想象，自

主设立物品模拟主题。通过开放的主体范围发散学生思

维，进而有效地强化高中生的系统思维能力。在进行舞

蹈课程时可以激发他们的情感，并产生新的火花，因为

当舞蹈课程在群体中进行时，学生可以从中得到“更深

层次的感觉和情感交流体悟”。通过学习过程的良好体验

能够直接提升高中生学习的总体质量。不过在舞蹈教育

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知识拓展能力，促

进高中生在团队协作中解决问题、创新创造等能力，在

艺术教育过程中可以帮助他们将积累和运用知识并进，

满足学生自己的个性化成长需要。引导高中生以自己所

存在的环境和社会生活为考察对象，对其进行系统化认

识，借此也可以加强他们的系统思维能力。

三、结语

系统思维能力对学生的未来发展极其重要，系统思

维的使用超越了许多学科，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影响着

思考方式的变迁。它真正的精髓是：处理现实生活中复

杂问题的最优方式是建立一种全局观来观察周围的事物。

通过艺术教育作为强化高中生系统思维的方法，是需要

在教育过程中长期重视并促进系统思维的培养，使其成

为一种常规思维模式，这也可以让学生的思维及审美水

平同步提高。培养学生基本审美素养，要认识到系统思

维的重要性，促进和强化学生的系统化能力，将创新意

识、批判思维能力的培养深刻融入到艺术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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