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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论说类文本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今天，当我们用以全面发展的视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观来规划和实施人才战略时，我们

需要重新认识与反思影视这一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从而从根本上确立影视教育的价值。

影视教育的人本功能与价值是多方面的，对影视教育的定位，我们虽一贯偏重于审美教育，但

更多的是关注其知识的传授和道德的教化，而对其谐和知识、完善人格的意义却认识不够。

艺术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们的感性和精神力量达到尽可能的和谐，人的完整与否取决于这种和

谐能力。所有的艺术，都必须诉诸接受者的审美情感。影视与其他艺术相比，具有更为强烈和

直接的特点，它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逼真的内蕴震撼力、强烈的视听综合感官冲击力，深入

人的心灵。因此，影视艺术情感教育通过对影像的感知，让人在艺术的审美境界中身心情操得

到滋润和感化的同时，实现知识结构的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融合统一，从而成就全

面发展的人。

不同的技术方式和不同的媒介手段所产生的文化形式，必定促使其接受者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形

成。自人类文化产生以来，其媒体形式的变化使人类的思维中介系统发生了从行为思维到语言

符号思维进而到数字化思维的变革。早期的人类文化是以图像文化形式而存在的，语言文字的

产生则使思维变成了线性的、连续的、规则的和逻辑的，这一变化使印刷媒介将具体情景置换

成非情景、非具象、非对话语境的文字符号。读者在沿着语义的逻辑对文本进行解读时，总处

于线性的逻辑思维中。而照相艺术、电影和影视的发明使得图像文化再度兴起，它以声形并

至、时空兼备的视听语言体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模式。影视作品中不仅声响、构图、摄编等多

套语言系统使观众在变幻莫测的声电光影和扣人心弦的情节欣赏中处于非线性的思维状态，而

且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类不仅占有一个现实的世界，而且拥有了虚拟的世界。影像生产

的复杂因素，决定了影像文化语义演义的多义性、网络性和立体性，这一媒介文化势必在强化

受众的非线性思维时对人类的认知习惯和思维方式产生根本的影响。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感官的偏见，导致我们的教育长期以来忽视非线性思维的培养。在

对思维方式的认识上，孟子将心灵视为“大体”，即重要的；而将耳目感官视为“小体”，也即“次
要”的。显然，在古代哲学家眼中，耳朵与眼睛这类感官不会思考，只能用“心”去思考。感性与
理性、艺术与科学的分裂，造成了现代人的“大脑右半球功能缺乏症”，改变这一状况，坚持人
文与科学的统一是我们今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目的。

今天，休闲已成为一种体现生命价值、实现创造性生活的行为。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认识

到休闲与教育的关系，因为休闲方式与休闲内容的选择是对休闲主体素质的检验，为自我完善

创造条件。

在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休闲文化中，影视已经成为当代人首选的审美休闲文化形式。然而，

今天的影视更多的是因休闲而存在，而其作为审美性休闲文化的价值，却未能得到充分的发

挥。作为审美休闲文化的影视，不仅有欣赏和解读的价值，也是休闲文化中审美创造最好的现

代方式，需要我们在休闲教育中提高受众的视觉素养。

更
多
资
料
到
官
网
：
ht
tp
:/
/w
ww
.w
ul
ia
oj
z.
co
m

官
方
公
众
号
：
物
料
家
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