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客:  注册 | 登录 | 搜索 | 

首  页 新闻快报 学术会议 组织机构 专家学者 学术刊物 重点学科 课题奖项 教育技术史 比较研究

学习科学 课程整合 资源建设 远程教育 教育信息化 媒体艺术 教育游戏 本科教育 研究生教育 论  坛

→您的位置：中国教育技术学科网» 媒体艺术 » 浅谈视觉思维    输入关键词，查找本站内容 搜索

字体: 小 中 大 | 打印 | 推荐 

内容编辑:张中文 /网上发布; 2007-9-13 /已经查看:8940次  

 

浅谈视觉思维

 

来德淳  

(沈阳体育学院沈阳市：110033) 

    视觉思维也称审美直觉心理学，它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阿恩海姆等首先提出来的。由于视

觉思维着重探讨了“视觉器官系统在感知外界事物时的理性功能，以及一般思维活动中视觉

意象对人判断事物所起的作用”，而且在人们工作和学习中也经常接触到，故人们特别是教

师和学生了解一些有关视觉思维的知识，将有助于开阔学习视野、提高教学质量、推动教学

改革。 

 1 生活中的视觉思雏 
 有时我们会发现，有些物体或者说某个图形，给人的感受是愉悦的，而有的形状给人的

感受则很别扭：为什么电影银幕都是长方形的；为什么艺术太师的绘画都有增之一分过长而

减之一分则短的特点；为什么记忆一件事情，记忆方法的不同记忆的效果就不同 特别是有些

老师在讲解示范时学生觉得难以理解，而有的老师无论是在黑板上绘图还是讲解都能使人一

目了然和通俗易懂 以上这些现象，如用视觉思维的理论来解释就程简单了。因为视觉思维的

理论基础是格式塔艺术心理学．而格式塔艺术心理学所研究的出发点是“形”。格式塔一词

出白德语的GESTALT，英语译成FORM或SHAPE，都有“形状”的意思。“正由于格式塔所指的

形不是简单的空间结构和物体单纯的排列关系，而是强调它的整体性．并且是知觉活动组织

成的经验中的整体，所以用‘完形' 表达较合适 。正是由于各种‘形’又都是知觉进行了积

极建构的结果，所以那些在特定条件下被组织得最好、最规则、最简明的视觉刺激物，自然

给人的感觉是愉悦的了。 

 2 视觉思维在教学中的重要性 
 视觉思维理论说明通过完形律进行的组织活动，能使译解信息变得简单、轻松、经济省

力。在传统教学中，视觉思维的理论兢已经得到了应用。例如，当学生竭力想理解人类心脏

的形态和机制时，由于心脏有曲曲折折的心室，还有错综复杂地盘绕在一起的动脉、静脉，

以及形状和位置的不对称等等，这些都会使学生陷入迷茫和困惑之中。心理学家鲍尔克立首

先给学生画了一个把所有立体的体块和通道全部限定在一个二维平面上的草图。这一草图虽

然还不能把心脏的机制和功能完全再现出来，但通过它使学生对心脏与人体的关系有了初步

了解。知道了心脏的基本工作原理。这样，不但解除了学生对心脏复杂性的恐惧，又为学生

进一步全面了解心脏打下了基础。 

 当今教育手段的更新和发展，电化教学和多媒体的运用，要求教师具备制作教学课件的

能力。而要想制作出高水平的课件，不仅需要教师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具有较高的

艺术欣赏力，包括对音乐、美术、语言、影视等的理解力，还要了解基本的视觉心理常识。

比方说，在一个平面的或二度的构图中，处在中心的人物或建筑，一定要比两侧的太一些，

假如把它们画成一样太，处于中心的就比两侧的明显小得多。在一幅画中，较大的或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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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重的“形 应放在整幅画面的下半部，假如放到上半部，就会看上去轻重倒置；同样大的

形，处在右边的要比处在左边的重一些，如想使左右看上去平衡(看上去一样太)，左边的通

常要画的太一些，这一点在我们学习书法当中了解汉字结构特点时可以看到。在纵深度上，

也有轻重之分。假如把远处的物体和近处的物体画得同样太、染色同样重 那么远处的物体就

显得大得多，这就是所谓的透视原理 另外，越是规则、简单的形看上去就越重，圆形就比长

方形和三角形显得重，垂直线比斜线显得重，所以为了它们达到平衡，在有福多图象同时出

现时．圆形要比其他形要小一些、垂直线要比其他线短一些，这样才能显得对称。 

 我们都知道记忆在学习中的重要性。在记忆训练和记忆技巧中经常会用到人体信箱和花

园信箱等，实际上这也是视觉思维联想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教师如能把这一技巧运用到实

际教学中，将有利于学生的记忆。比如在讲中医养生课时，其中需要学生了解健康人的12个

特点，这l2个特点如果运用人体信箱联想法进行记忆就会使记忆变得简单。也就是说，我们

在回忆12个特点时不是简单地回忆具体的条条框框，先想到文字，而是先想到人体的12个部

位，而且是有顺序地从上向下回忆。比如，第一条我们可以从头发想到，健康人的头发比较

润泽，依次类推第二条想到眼腈，即双目有神(眼)，第三是两耳聪敏(耳)，第四是呼吸微许

(鼻)，第五是牙齿坚固(舌)，第六是面色红澜(头部完了)，第七是脉象缓匀(心，心藏神、主

血脉)，第八是声音宏亮(肺，肺者，气之本也)，第九是食欲正常(胃肠)，第十是二便正常

(脾肾，脾虚则大便溏泻，肾虚则夜尿清长)，第十一是睡腿灵便(肝主筋)，第十二是形体坚

实(全身)。利用这种记忆方法不仅有利于教师备课，也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 

 格式塔心理学的许多试验表明：当一种简单规则的格式塔呈现于眼前时，人们会感到极

为舒服和平静，而绝不会使知觉活动受阻、产生憋闷。但是，在特定的场合和领域，简单而

规则的图形却变得无意义了，这是因为不规则的图形往往能较长时间地唤起视觉的注意和人

们的好奇，即先唤起注意和紧张，继而是对其积授地组织，最后是组织活动的完成和紧张的

消失。这样,一个有始有终、有高期有起伏的完整的经验过程，当然不平是直乏味的了。正像

电影中画面的“形”即构图，有时用广角镜头把一个人的鼻子照得银大，眼睛照得很小，同

时变换景深使画面近实远虚，虽然观看着不银舒服，但却起到了特殊效果。所以,在实际教学

中教师运用哪种格式塔更能加快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吸收，这还要看具体的问题来决定，同

时也取决于教师和学生的视觉思维的能力。 

 3 视觉思维能力的培养 
 阿恩海姆指出：我一直把艺术看作是人类取得活动定向的基本手段，产生于人类理解自

身和他生存的世界的需要。视觉教育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和试验已经在心理学中得到了发展，

艺术创造和欣赏活动又为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但是，假如把敏感的感受力看作是艺术

和审美特有的，只有那些天才和专家们才可能具有这是不对的。从广义上说，视觉思维活动

处处可见，不管是精神活动、身体活动、机器活动，或是社会和观念的结构，都有着自己特

定的力的作用式样。正因如此，人们都有可能接触到和应用到，只是没有理论化而已。 

 不但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用到视觉思维理论，学生如果懂得一点视觉思维的理论，对其学

习也是会有很大帮助的。另一方面，视觉思维能力的高低又不是先天就有的，它是后天学习

的结果，这也正说明了它的科学性。当然，视觉思维的提高还要靠系统的视觉训练和生活积

累，否则，即使有两幅说明问题程度有区别的插图，那些感性反应能力得不到开发和训练的

人，也看不出它们的不同。一个学过大陆飘移学说的学生在观看非洲和美洲大陆遥遥相对的

边界线时，决不会把它们看成是各自独立的和任意的形状，而是在它们之间看到一个边界相

台的完整大陆。换言之，在他眼里，它们不再是两个独立的大陆，而是同一片大陆分裂成的

两个部分，并且是动态的。 

 我们知道，当爱斯基摩人及非洲原始部落的一部分人在初次看到像片和绘画时，他们根

本看不出上面的内容是什么。班布皆俾格米人因为在原始森林中生活过久的原因，当他们看

到远处的黄牛还以为是虫子，看到远处的船还以为装不下自己，这都说明了他们的视觉思维

能力极差，没有视知觉的恒常性。而我们现代社会的儿童，从小就学会了如何理解时间和空

间的一些中断现象，当电影中出现一个人上楼时的全景后再出现这个人的脚部特写时，他们



完全可以看懂这是同一个人，而十月革命后的一个乌克兰贵族农场主，第一次看电影时，他

却很少能看懂电影内容的逻辑关系 。 

 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我们每个人的视觉思维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如果

让我们把它具体地运用到实际中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同一个科学家鉴赏某些大师的艺

术作品时也许很内行，但一当让他将这些作品中所展示的知觉想象力运用到他自己的专业思

维中的时候，他又根可能失败；而一个画家在读过一本物理学著作后或许感到很有收益，却

发现自己无法将这些知识运用到自己的绘画创作中一样：所以，一个完美的人，并不是对任

何事物都懂得一点的人，而是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能把自己整体的心理能力发挥出来的人。

人们有很多发明，都是在对引起这些效果的原因或机制根本不了解的情况下发生的，包括人

们可以偶尔发现马前子对肌肉的松驰作用一样。人类的许多能力，甚至所取得的某些进步，

都来自这种实际的联系。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机械的条件反射，使大脑回避了与之

相关的事实。这样，也就谈不上任何真正的创造性的思维，发挥不出人所具有的真正潜力。

而人的视觉思维能力的提高最终还是要靠艺术家和教育家有效的创作和培育来完成，因为他

们在展示一个视觉式样方面都是专家，他们了解形式的多样性变化，以及剖造这些多样性形

式的技巧；他们具有培养想象力的手段；他们习惯于将复杂的东西视觉化，并以视觉形象来

构想现象和问题：正因如此，从小培养一个人的视觉思维能力已受到了有关专家的注意，并

力图通过改变教育模式，增加具体课程比倒等方法来提高学生的视觉思维能力。 

 多年来，直觉与理智、感知与推理、艺术与科学，虽然可以共存，但难以协作和配合。

在那些致力于培养自己感性能力的人 

中，有不少人对理性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它们是艺术的敌人。另一方面，那些从事理性

思维的人，又喜欢把理性思维看成是一种完全超越了感知范围的活动。由于这些原因，很多

的科学家不问艺术，教育家忽视艺术，学校都把艺术作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样，人们就丧

失了一条通向真理、通向认识自身和认识社会的重途要径。实际上，古希腊的哲学家、中国

的老庄等都竭力强调过感知在人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认为感知是发现真理的源泉和起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直接的视觉是智慧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源泉，心灵没有意象就永远不能

思考。 

 没有一个敏锐的感受能力，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剖造性思维都将是不可能的。社会在发

展，教学要改革，这已是教育战线上的一个首要任务。如何使视觉思维的理论更好地应用于

教学，加强对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视觉思维能力的培养，这也应是教学改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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