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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里德爵士(Sir HerbertRead)是英国著名的艺术教育家、诗人、文学、  教育与艺术批评家，生平著作等
身。《通过艺术的教育》(EducationThroughArt)一书是作者自认为在他的著述中最重要的书。
    在本书中，作者阐扬柏拉图创见的主题：艺术应为教育任何自然而崇高的形式。作者认为人类的不
幸，穷本探源，实系由于个人的自发创造力受到压制。这种现象是现行教育制度的缺失所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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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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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遗觉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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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逻辑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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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表现
二、游戏或艺术？
三、自发和灵感
四、蒙特梭利论自发的表现
五、儿童怎么会开始画画？
六、儿童画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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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非视觉的表现形式之一：游戏活动
二十、非视觉的表现形式之二：字句的创作
二十一、非视觉的表现形式之三：音乐
二十二、表现的目的
附录丙：顾克论美术教学和儿童天性
第六章 统合的潜意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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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我
四、个人的和集体的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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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校艺术教学的现况
六、统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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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育制度的组织
九、科目和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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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德训练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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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强迫至合作
四、相互的社会涵义
五、教育的涵义
六、结论
第九章 教师
一、布伯的创造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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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例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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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侧重于心理学的描述，前面还能明白，后面确实挺难被中国人理解的。
2、回归正业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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