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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探究过程中进行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不但对艺术家专
业知识和艺术创作有所拓展，同时艺术家关于艺术的理解和追寻

艺术的真谛也拥有一定程度上的积极意义，而且在艺术实践中对

艺术家的启发性和教育性也有重要意义。
1　对艺术家专业知识的拓展

在当下，艺术专业知识的有限性和艺术世界的无限性促进了

艺术家进行艺术实践和艺术探究。在这过程中，艺术家自身专
业即得到了一定的补充，同时也让艺术家储存的专业知识指导了

艺术实践，更让艺术家所认知的专业知识得到了检测。实践是

艺术家书本之外的东西，但却是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和寻找艺术
灵感的有效来源，也是判断艺术家艺术价值的倾向性与导向性的

重要依据。艺术家在通往艺术成就的道路上，艺术实践造就了

艺术家的艺术价值和艺术评价，同时增进了艺术家的艺术经验与
艺术判断、改变了艺术家的艺术认知与艺术探索、推动了艺术

家的艺术交流和艺术传达，同时艺术实践也是艺术家艺术创作、

艺术情感回归之地。因此，艺术实践让艺术家专业知识的得到
拓展。

1.1知识补充

艺术实践是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环节，是课堂教学、
老师传授、书本求知的延伸和拓展，同时也是艺术家艺术知识的

一个重大补充。往往艺术家在一堂课、一本书、一句教言中获得

的知识是一个有限的虚幻知识体（作为灵魂、精神存在），艺术家
要将这个虚幻知识架上肉体，艺术才有真实的意义。艺术实践作

为实体，虚幻的知识体是灵魂，实体是肉身，灵魂和肉身的结合

才能使艺术活起来，艺术家的知识才能完整。知识和实践相结合，
这样才能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体现艺术家的艺术价值，释放出艺术

创作的灵魂。知识的海洋相当广阔，而我们熟知的又是那么的有

限，艺术实践本就是对艺术家自我知识的检测，同时在检测中补
充了书本、教言之外的知识。因而才能使艺术家在认识艺术世界

的过程中进行艺术创作，在创作的基础上改造艺术、传递艺术。

首先，在艺术实践系列活动中，不仅能让艺术家提高业务水
平，也能让艺术家更加充分地理解和运用理论知识，更能让艺术

家在很多方面得到相应的锻炼，而艺术家提高、理解和运用的过

程就是知识补充的过程。其次，艺术家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上将书
本、老师传授的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属于艺术家自己

的艺术知识体系，在形成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又对艺术家原本的、

固有的知识进行填补和修正，这也是知识的补充。艺术实践对艺
术家知识的补充，结构了艺术家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创作，形成了

艺术家的艺术体系和艺术价值观。

1.2知识检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艺术实践也是检验艺术

家知识的唯一标准，这只是在知识的检测中的“检”，同时还有

“测”。测是应用、测试、评定等意思，合二为一，检测既要检验
真理又要应用真理，用真理来指导我们的艺术实践。知识当中、并

浅谈艺术实践对艺术家艺术拓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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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艺术实践是艺术家在自己的艺术领域进行的实践活动，既是理论研究的来源，也是理论的最佳的去所。艺术家在实践
的过程中采集、收取创作素材，同时在实践过程中也会触发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灵感。本文就简要的谈论艺术实践对艺术家
的艺术拓展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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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所有的知识都是正确的、合时宜的，此时艺术家通过艺术实践
把谬误的成分去除、调整知识体系与时俱进，与此同时将知识的

正确性和时效性、本质性和表象性找到。艺术来源生活又高于生

活，这个来源必须依靠艺术家到生活中去实践，必须依靠艺术家
从实践中来，又到艺术创作实践中去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让艺

术充满活力和精神，才能合乎时代发展潮流。艺术不光是单纯的

艺术家创作的作品，更多是反映艺术家思想和观念，同时反射时
代的印迹，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品质。

艺术家要时刻将真理与实践相结合，这样面对知识的检测时，

艺术创作才能合时宜、合潮流、合精神，艺术创作才有意义。应
用知识来指导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实践，用创作的作品来体现艺术

家的艺术价值观，回到最根本的艺术价值体现，这是艺术创作的

规律；从实践中求真知，真知指导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同时又
回到知识的补充，形成了循环往复的环，每一位艺术家不可能、也

跳不出这样的环，这是艺术创作道路。在检测过程中，既拓展了

专业知识，也对艺术理论有了一定的总结，而且还将艺术实践与
知识结合起来达到知行合一的艺术创作境界。这样艺术家的艺术

作品合人民、合时代、合精神立不败之地提供了强力保证，同样

对于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才拥有了真正的艺术价值。
2　对艺术家艺术创作的拓展

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与艺术创作是主体和客体的关

系，艺术家作为主体将自己思想、观念、想法、情感等通过客体
来体现。不论是一幅画、一首曲子、一首诗歌歌，还是说一篇文

章等都是艺术家的艺术结晶，艺术家在实践的基础上利用一定的

艺术手法表现其创作，而艺术实践在艺术家创作过中起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实践是创作的第一步，艺术家通过实践寻找灵感，最

终将艺术灵感与艺术知识融合，并通过客体做到知行合一，创造

出属于艺术家自己的艺术作品。因此，实践作为艺术创作的基础，
艺术家需立足这一基础实现艺术创作上的飞跃。

2.1社会实践

艺术创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通常分为生活积累、创作构
思、艺术表达三个阶段。首先生活积累是艺术灵感的重要来源，面

对社会生活时，社会给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环境，艺术家在

社会生活中寻找艺术灵感却不是那么容易，艺术灵感有时稍纵即
逝，无法抓住，艺术家要想牢牢的抓住艺术灵感这一创作关键，艺

术家自己就需要投身于社会实践，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艺术灵感

的可寻找性。其次艺术创作中除了艺术灵感外，艺术家需要艺术
构思，艺术家的艺术构思往往产生于艺术家的艺术经验，这种经

验可以从书中获得，也可以在老一辈艺术家哪里获得，还可以从

不断的实践中获得。但书本或老一辈得到的艺术经验也是从实践
中总结而来。总的来说，社会实践是艺术创作重要来源。为了进

一步创作，我们不断的从社会中去探索和求取的过程就是艺术实

践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艺术发展的过程，同时是艺术创作拓展的
过程[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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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创作灵感

由上述的社会实践知道，艺术灵感是来源于社会实践的。艺

术灵感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和动力之一，抓住艺术灵感就找到了
艺术创作当中重要的一步。同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艺术灵感是

艺术家在创作前需要经历的阶段。一件艺术作品最终的好与坏虽

然并不是艺术灵感起决定性作用，但可以说是起关键性作用。艺
术创作的动机往往决定了艺术家创作的目的性、思想性和观念性，

同时也决定了艺术创作语言的传达系统和表现系统。列如：诗歌

是否优美、绘画作品是否耐人寻味，音乐是否动听，这都可以通
过艺术家功力和技术来做效果。而思想性和观念性是艺术家功力

所不能做到的，是需要艺术家创作动机来实现，即艺术灵感来实

现。简言之，艺术创作的目的就来源于艺术灵感。
近而之，艺术创作是艺术家艺术灵感、艺术构思、艺术表达

三者的统一，艺术创作的拓展即是艺术家艺术灵感的拓展，同时

亦是艺术家艺术构思的拓展，更是艺术家艺术表达的拓展，三者
的拓展构成了艺术家艺术作品的产生。

2.3知行合一

艺术作品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结合体，二者的结合只是
作品，并非创作，艺术理论、艺术实践和艺术灵感三者结合才能

称为创作。在此之前已论述了艺术实践和艺术灵感，而对于艺术

理论，艺术家也相当的重视。只有艺术家既重视艺术灵感和艺术
实践也重视艺术理论才能充分的做到以艺术灵感为前提、知行合

一、创作出耐人寻味的艺术作品。通过大量的探究，艺术家的艺

术理论往往是通过书集、老师、父辈等的传递，并且在传递的过
程中艺术家形成了自己艺术品质，这些优秀的艺术品质是指导艺

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支撑，也是艺术家艺术创作文化内涵产

生的重要来源。
“知”即知识，知道；即为艺理论。“行”即行为，行动；既

实践。这里的艺术实践是社会实践过后，得到理论支撑后的艺术

探究和艺术创作，既艺术的再升华和拓展。知行合一，从本质上
来说，就是艺术理论指导艺术创作(艺术实践)，反过来艺术实践

又检测了艺术理论，同时艺术理论又来继续指导艺术实践，循环

往复的过程，这也就是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从表象上来说，知
识来源于实践，又去指导实践，艺术理论是通过艺术实践在调查、

探究过程中去总话的理论知识，这些理论知识又运用到艺术家的

诗歌、音乐和绘画创作中来。从而实现了知识和实践的统一[2]。
3　对艺术家自身的拓展

艺术家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作为主体,对艺术创作起主观性作

用，社会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作为客体，对艺术创作起客观性作
用。在客体中，客观条件往往决定着主观条件，物质决定意识，因

此艺术实践对艺术家的影响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艺术实践对艺

术家自已的拓展出也起决定性作用，特别是提升艺术家自身文化
素养、艺术创作技法和艺术价值观有重要影响。

3.1文化素养

艺术家的文化素养往往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通过后天的
学习和实践形成的。艺术文化素养是艺术家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

和艺术学习获得，它直接或间接来源于艺术实践，艺术家通过艺

术实践去证明艺术创作价值的同时也验证了自身的文化素养的深
厚性和文化素养的倾向性。在百千的艺术实体创作过程中，文化

素养蕴含着艺术家思想性和观念性，并且艺术家通过自己的的艺

术作品体现出来。艺术作品通常可以看出艺术家的艺术文化素养，
同时也表达出艺术家的艺术思想和艺术情感。艺术家的先天条体

是艺术天赋，这种天赋却不能支撑艺术家走到最后，而支撑艺

术家走到最后的反而是后天学习得到的艺术文化素养。

3.2艺术技法
艺术技法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使用表达艺术情感、艺术

思想和观念等表现的方法和语言。诗歌、音乐、绘画都有各自的

语言，通过各自的语言方式来传达各自的艺术情感、思想和观念。
但各自的语言中又有不同性，作为艺术家是不需要掌握本艺术的

所有语言、方法和方式，只需要发挥自己善长的语言，学习、借

鉴其它的语言，融合到自己的语言体系中来，形成艺术家系统的
语言体系。学习、借鉴到融合就是通过艺术实践来完成的，这种

过程性中，艺术家肯定了自己擅长性技法，同时又学习融合了新

的语言方式，形成了一套艺术家自我语言表现方式。
艺术家在生产生活当中，也就是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产生了

对不同的东西的理解，艺术家将这种不同的理解用自我的方式表

达表现出来，通过的这种方式——艺术技法去传达造就的价值观。
在不停的生产生活中艺术家自己艺术技法不断的提升和拓展，最

终形成一套完备的自身的语言体系[3]。

3.3艺术价值观
艺术价值观是关于艺术价值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观点学说。

在艺术哲学领城中艺术价值问题备受关注，艺术价值观作为认知

过程中主体对艺术价值的评判，艺术家的艺术价值观对艺术创作
中就决定了艺术创作作品的价值评判。在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形成

的艺术价值观有源头和根本可寻，这样的的艺术价值观在对艺术

创作的艺术价值时才能拥有正确思想性和观念性，在讨论艺术作
品的功利意义和科学意义、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时才拥有评判的

标准。艺术价值观是艺术家对客观事物的艺术价值的估量，通

过这种估量来再现的艺术创造，而这种估量是艺术实践的过程。
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对客观事物的判断是有其价值标准尺度

的。在艺术家的视眼中，这样的价值标准是艺术家的艺术作值

观起主导作用。因此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艺术家的艺术价值
观不断的得到补充和校正，拓展了艺术家的艺术价值观[4]。

对艺术家的拓展是一个艺术实践揭秘的过程，通过艺术

实践直接影响或者主导了艺术家的思想、观念、情感等，通过
这样的影响或主导，直接将艺术家的艺术文化素养、艺术技

法、艺术价值观的升华和拓展到更高的一个平台，让艺术家的艺

术创作走向更开阔的艺术空间。
4　结语

艺术实践对艺术家艺术拓展的意义不仅在专业知识上，艺术

创作上得到更广阔的拓展，其最真实的意义价值是对艺术家的拓
展，因为艺术家在整个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艺术家只有更多的回

归到艺术实践，艺术知识和艺术创作才能走向更广阔的艺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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