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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的德育方法美学思想及主张古已有之，并在德育实践中得到了具体应用。德育方法美学思想为西方有关国

家各个历史时期公民的素质教育发挥了一定作用。总结、剖析西方德育方法美学思想的历史传统，借鉴吸收其有益成分，对

探讨我国公民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美学途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美学创新具有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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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德育的途径和方式多种多样，讲究教

育方式的审美性、灵活性、渗透性、隐蔽性和艺术性，

突出美学特征。从历史上看，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古
罗马的昆体良、17 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18 世

纪末德国戏剧家、诗人席勒、19 世纪美国教育家杜

威等都提出过这样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其中很多体

现为德育方法的美学思想和倾向。我国的思想政治

教育作为对国民的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应不断吸收

美学和艺术营养，不断地丰富方法的视野，借鉴西方

德育方法的美学应用，把美学和艺术思想融入思想

政治教育过程中，体现美的价值，以满足思想政治教

育的审美期待，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效果。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德育方法的美学借鉴

古希腊罗马时期比较重视个人的德育，当时伦

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使个人成为肉体

与心灵和谐统一的道德人。关于德育的途径，诸多

思想家对其方法各有主张，其中不乏美学方法的借

鉴。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唯物主义伦理学派认为

人的“感性”是道德来源和标准，也就是主张通过现

实感性的途径达到人道德完善的目的。从教育美学

的角度，古代西方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的萌发和传播，

始于《荷马史诗》。据传是公元前 9 世纪由一位盲

诗人荷马根据民间口头流传的许多史诗歌曲汇编改

写而成，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内容来源于

古代歌谣、神话故事和英雄史诗等。其中描写的英

雄“尚武勇敢”为其时代最高美德，反映了当时社会

所提倡的人生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认为，

“《荷马史诗》是古代西方文艺技巧高度发展的结

晶，具有很高的教育价值。希腊之所以能够取得历

史的辉煌并成为西方文明的源泉之地，在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荷马史诗》中英雄精神的浸润。在当时

的希腊，能够背诵《荷马史诗》成为‘有教养’的人的

一个重要标志，甚至‘在 6 世纪的雅典，正式背诵

《荷马史诗》被确定为一种公共仪式。’”［1］《荷马史

诗》反映的人文教育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成为后

来希腊人的道德观念，以至于影响了整个西方社会

的道德观念，也通过《荷马史诗》这种美学形式，传

播了道德教育的内容。
在当时，人们是害怕自然的，因为有时大自然给

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恐惧和麻烦。而在荷马的史诗

中，有很多关于自然风景的细致的描写，叙述着人或

神对于自然美的赞叹。荷马史诗对大自然美景的描

写说明了人类对于自然界情感开始变化，从而带来

了美的观念的重大发展。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形成

了初步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能力。同时，通过《荷马

史诗》叙述的优美故事，口口相传，使我们看到了古

代希腊人对美的强烈追求，并转到自觉地进行美的

培育，而且开始具有教育意义。史诗中不乏描写人

的外貌的美，更是强调了人的语言优美动听，彬彬有

礼，才是理想的、完美的和值得歌颂的人。“把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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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精神美结合起来，使人之外表和内心达到和谐，

所有这一切在后来都成为教育和艺术的指导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思想对艺术实践的影响尤为强

烈。”［2］

早期的希腊，诗、舞、乐、戏就已经存在，并且在

社会中有相当广泛的应用。诗、舞、乐、戏在当时被

誉称为“宴会的冠冕”，其作用是使人娱乐、供人消

遣，而且从中还可以学到知识和道理，起到歌功颂

德，谴恶扬善的目的。也可以说是教育人、鼓舞人的

一种手段。据传荷马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的歌手，在

《奥德赛》中有位盲人乐师谛摩多科，他是一位诗

人，并且能弹会唱，歌唱表演技艺超群。人们听他讲

述故事，听到伤心处使人悲痛难忍，潸然泪下，听到

感人处使人群情激奋、备受鼓舞，勇敢地去迎接千辛

万苦。不得不说，德育方法的美学实践在当时的作

用是比较突出的。
不仅如此，在荷马的作品里，艺术家被认为是同

医生、工匠、预言家等地位相当，是对公众有益的、到
处受欢迎的人。荷马史诗中有这样的话: “我虽然

心情沉重，但我愿向他致意; 在世间凡人当中，乐师

应该是最受到尊敬的，因为诗歌女神宠爱他们，教给

他们歌唱的艺术。”在古希腊，《荷马史诗》被作为公

民教育的重要材料，其中关于艺术方面的描写，如实

地反映了其对德育的重要影响，也表明了德育美学

方法的社会功能，对当时人们的思想道德教育起到

了重要作用。
古罗马的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在主张美学艺

术娱乐作用的同时，更强调其应当承担对人们道德

教育的责任。照他看来，艺术固然可以供人们消遣，

但作为一种正当的娱乐，一定要高尚和符合道德。
希腊的伊壁鸠鲁学派十分重视艺术的教育作用。这

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都在自

己的著作中论述过美学和艺术问题。快乐主义是伊

壁鸠鲁伦理思想的核心，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趋乐避

苦，生活的目的在于追求快乐，因此，他指出: 我们最

终的目的乃是得到快乐，以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

的善。伊壁鸠鲁把快乐分为两种: 身体的快乐，灵魂

( 理性) 的快乐，而且认为理性的快乐高于身体的快

乐，指出肉体的快乐是短暂的，而精神的快感则是长

效的、稳定的［3］。马克思曾经赞扬卢克莱修是一位

真正的罗马史诗诗人，“因为他歌颂罗马精神的实

体;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荷马笔下的生气勃勃的、
强大的、完整的形象，而是坚强的、武装到不可穿透

的、没有任何其他品质的英雄。”［4］伊壁鸠鲁学派把

艺术的产生看作是人的不同需求的结果。诗歌、绘

画、雕塑、音乐、舞蹈等等，这些需要，有些是现实生

活的需要，有些是精神领域的需要。伊壁鸠鲁学派

认为美的形象，容易吸引和打动人的感官，能够对人

产生强烈的刺激，使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从而震

撼人的心灵，达到美好的境界。同样，借助于艺术及

美学的魅力，唤起人们对这些美的追求，就能体会到

其中至善的真谛，达到德育的目的。

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德育方法的美学应用

文艺复兴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美学方法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文艺复兴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次

解放，是知识与人的精神的一次创新，启迪了人的思

想，肯定了人的价值，也是教育的一次革新，更是追

求真善美的一次有效传播。在道德教育方面，主张

摆脱宗教思想的束缚，开始用新的道德观教育人们，

提出了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新人教育。文艺复兴

运动在知识及艺术传播过程中通过文艺创作，宣传

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德性。在文艺复兴时期，相关作

家通过文学创作，包括散文、戏剧、小说、诗歌和民谣

等美学及艺术形式创作大众化的文学作品，生动的

情节、优美的语言，传递社会道德，教育社会大众。
艺术家通过创作美术、音乐等美学作品，运用艺术审

美特点，传递感情和思想，培育人的热情高尚境界和

乐观进取精神。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通过诗歌及戏

剧等多种形式抒发对美的感受，激发人类高尚而美

好的情感。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法国小说家

拉伯雷的《巨人传》等文艺作品，都具有追求新思想

的主旨，在当时影响和感化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作家、艺术家的职责是要指导读者按照合适的

样子行动，用优美的、适宜的形式把最高贵的东西，

例如安全、爱情和美德等等表现出来［5］。贺拉斯在

《诗艺》中提出了“寓教于乐”的主张，要求诗人的作

品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又要对生活有帮助，提出了

文艺的美感教育作用。实际上，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是文艺复兴时期美学、文学艺术及教育的主要任务

和重要内容。艺术家在进行文艺创作的同时，也在

追求和探索新的教育方法，当然包括德育方法。如

在作品中都树立典型的艺术形象加以宣传，或者有

的还亲自开办学校而进行多方面的实验。如意大利

的教育家维多里诺创建了被称为“快乐之家”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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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这座学校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周围有湖泊、森
林和田地，目的是使学生时时感受着自然美的熏陶，

教室的布置充满了美的情调，墙壁饰以各种游戏的

图画，这种诗情画意的优美环境让学生体会到“快

乐之家”的气氛，宣传爱国爱家思想，取得了理想的

教育效果。可以认为这种美学方法是当时德育方式

的一大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中世纪大约一千余年的时

间里，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神学和宗教。
相关各国统治阶级都把神学和宗教作为一种精神武

器，统治国家、麻痹人民，并且提供条件支持其在社

会中的发展。恩格斯曾经指出，西方的中世纪是从

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所以在这个时期，社会

的意识形态，如哲学、艺术、政治、道德、教育、美学

等，都渗透了宗教色彩，利用其解释、宣传教义和宗

教神学思想。含有宗教神学的内容，通过美学、艺术

视角与宗教的神秘主义情感相结合，发挥其教育作

用，成为宗教的说教。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和摒弃的。

三、近代以来西方德育方法的美学探索

德育美学方法的主张和运用在近代西方很多国

家都有体现。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
中高度评价了教育对社会的作用，认为“教会与国

家的改良在于青年得到合适的教导。”他主张教育

艺术方法，其中也包括对学生思想、道德等方面的艺

术方法。他在《大教学论》中指出: 教学是“一种把

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这是一种教得

准有把握的艺术”;“并且它又是一种教来使人感到

愉快的艺术，这就是说，它不会使得教员感到烦扰，

或使学生发生厌恶的心情，它能使得教员与学生全

都得到最大的快乐”; 此外，“它又是一种教得彻底，

不肤浅，不铺张，却能使人获得真实的知识，高尚的

行谊，和最深刻的虔信的艺术。”［6］夸美纽斯主张采

用艺术手段，特别是主张利用优美直观的教育手段。
他把美看作和善、和谐，强调和谐便是完美。“谁不

喜欢一个长得好的人，一匹精致的马，一张美丽的像

片，或者一张媚人的图画呢? 它们之所以受到喜欢

的原因，倘若不是因为部分与颜色的比例令人喜悦

又是什么呢? 这种眼的熟快感是很自然的。并且谁

不喜欢音乐呢? 这又是什么原故呢? 这是因为声音

的和谐生出了一种悦耳的调和。”［7］同时，夸美纽斯

从美育的特点中，看到了它对受教育者特别是青少

年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他说: “眼睛看到美丽的图

画，耳朵听到美丽的曲调，它们是不必督促就会去欣

赏的。”［8］

英国哲学家洛克的教育思想里面，也有过这样

的主张。从洛克关于游戏和消遣的论述中，可以看

出他是极力主张寓教于乐、在娱乐中进行思想道德

教育的。他一方面提倡让儿童得到快乐而无妨害的

娱乐，另一方面又反对那些有害的、无聊的消遣，目

的都是为了进行有效的教育，具有实用、功利的作

用。
德育的美学艺术方法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受到

了一定的重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

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其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包括

道德等人的全面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把艺术

和审美当作人类自身解放的途径和手段，“艺术，如

果得到正当的看待，可以帮助无产阶级走向理论的

成熟，从而能够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9］ 当

然，把美学和艺术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思潮的武

器和树立无产阶级道德的工具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9 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们，始终

把文学艺术与德育联系在一起。俄国革命民主主义

者、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认为，要求艺术为人类的利

益服务，要求它们反映和表现生活，要求它们同样能

够起到教育的职能，丝毫也不会中止其为艺术，而只

是获得更有意义的新的特质。“社会的最崇高和最

神圣的利益，就是那同等遍及于其各成员的社会本

身的福祉。通向这福祉的道路，是自觉，艺术能促进

这自觉，并不下于科学。在这儿，艺术和科学是同样

不可缺的，科学不能代替艺术，艺术也不能代替科

学。”［10］按照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的意见，文学

艺术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是要为人类的利益和社

会的进步服务，成为人类社会的自觉的推动者，时代

愿望的体现者，先进思想的表达者［11］。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西方国家非常重视对本

国公民的思想政治道德等价值观教育，教育的方式

也灵活多样，尤其是新媒体时代，美学方法的应用也

十分广泛。不过，其隐蔽性很强。西方发达国家凭

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全国各地建设纪念馆、艺术

馆、博物馆、国家公园等，利用美学的艺术形式和优

美环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宣传资本主

义文明。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广播、电视、报纸、
网络等大众传媒，或者以广告和文艺节目的形式，传

播思想政治和道德意识，充分发挥他们隐蔽性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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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把思想政治教育寓于生活之中。美国印第安纳

大学教授的著作《民主公民教育: 社会研究决策》中

关于公民教育效果的衡量标准就包括了德育美学方

法方面的评估标准，其中课堂气氛的第五条就包括

移情与接受问题的评估; 第二条包括了施教者的语

言艺术、沟通艺术的评估; 民主公民学习评估的第五

条包括了受教者兴趣、讨论及大众媒体的参与程度

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公民教育对美学因素的重视程

度［12］。美国学校经常通过升旗仪式及节日庆典、文
艺演出等活动，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和效忠国家

的思想”; 通过加强“校园民主”和鼓励“政治参与”，

“努力教育青年认识民主原则，遵守民主制度。”［13］

美国学校也十分重视各种礼仪活动对学生进行情感

方面的教育。如在教室中悬挂国旗、唱国歌和对国

旗宣誓等。学校的第二课堂活动更是公民教育的有

效载体，其以活泼生动和寓教于乐等特点成为对学

生进行公民教育的重要方式。

四、西方德育方法美学思想的现代启示

西方传统德育方法的美学思想理论与实践具有

科学性和实用性，在德育史上是不可忽视的宝贵财

富，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美学探索具有很大的

启示，值得继承和借鉴。
( 一)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需要美学艺术创

新
因为过去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人们的生活理

想和社会“需要”还处于较低的层次，传统德育方

法，包括美学和艺术方法的应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

符合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确实

“管用”。但人的心理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在当今

全球化条件下产生了波动和一定的变化，现代思想

政治教育与传统德育在时代背景、人的思维观念、教
育环境条件等方面都完全不同。尤其是阶层分化导

致人的价值观日益趋向多元，包括审美需要在内的

人们的精神需要层次不断提高，以及现代传媒的飞

速发展，无疑增加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传统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显得有些乏力。思想政治教育方

法达到“管用”，就应该适应形势和时代的发展，注

重方法理论的探讨和改进，改变唯理论灌输和唯文

本化倾向，提高公民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和自觉度。
古希腊“诗、舞、乐、戏”传递的德育信息，文艺复兴

时期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寓教于乐”主张和

实践等传统的美学思想，都是借用美学和艺术的思

想和方法，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那么，拓宽传统德

育方法的美学思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美学

创新，注重教育过程的审美性、艺术性，增强公民的

接受能力，将有可能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

际效果，推动公民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提高。
( 二)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设计应注重调动人的

主观能动性
一般来讲，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依靠两种力量

作用于人，一种是内在的动力，一种是外在的力量。
从哲学的角度，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

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的根本，外因通过

内因才能起作用。所以说，人的内在动力对思想政

治教育的接受程度起决定作用。这就提示我们，思

想政治教育方法设计必须注重调动人的主观能动

性。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应以传统德育的美

学应用为历史借鉴，以美学方法的进一步改进为目

标，探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美学方法。通过历史考

察，不难看出历史上的很多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活动

中挖掘了德育方法中美的可贵因素，在各个历史时

期的道德教育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包含美的属性，或

多或少运用了美学及艺术方法进行具体实践。这些

理论和实践具有一定的思想意识和规律性，不乏科

学的主张，为我们奠定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教育理念。
从主流的概念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的是对社会

成员施加思想政治道德方面的影响，不具有强制意

义，是普遍性和大众化的教育，全体公民都是受教

者，在教育方法上应该探索大多数人易于接受、具有

吸引力的方式和手段，以调动他们广泛的积极性，使

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需要。
( 三)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美学研究需要进一步

体现科学性和现代性
虽然美学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德育过程中都

有应用，但还比较零散，随意性很大，还没有上升到

某一特定方法的高度，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方法体

系，有必要完善和构建美学方法体系，使之进一步科

学化和现代化。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是孤立的存在，必须与社

会发展条件相联系。考察教育的发展历史，会得出

这样的结论: 教育的发展与技术的演变是相辅相成、
相伴相生的，教育和技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技术

发展的萌芽时期，普及技术往往受限于当时的教育

水平。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无疑也促进了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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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技术水平和教育相互渗透，相互促进。这样，

随着历史发展，技术与教育不断地结合［14］。从历史

发展进程加以审视，文字、语言的发展，印刷术的发

明，以至于技术传播方式的革命，如电影、电视等视

听技术，计算机、多媒体及网络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发

展，教育功不可没。相反，技术也为教育的现代化提

供了支持，作出了贡献。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实

施，也可以发挥技术的作用，可以利用技术拓展思想

政治教育方法研究领域，以提供支持，同时为科学技

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提供依据。“高科技和美

学思想的平衡是思想教育的大趋势。”［15］也就是说，

科技和美学的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和方法的开

拓提供了条件和保证，特别是利用数字技术产生的

美学效 应，有 效 扩 大 了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辐 射 范

围［16］。纵观传统德育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出，那时始

终缺乏科技的有力支持和应用。所以说，在过去的

时代，科技和美学影响了美学方法作用的发挥，影响

了其科学化的进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代性和

科学性是相辅相成的，或者说应该是二者的完美结

合。现代性是指使事物具备现代文明要素和水平。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美学研究的现代性集中反映在

其结构要素之中，如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现代性、思
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现代性等。这些要素是随着时代

的发展，随着人的思维水平、物质水平以及科技水平

的进步而进步的，因此，在构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

法美学体系，以至于在运用具体方法过程中需要突

出时代特色和现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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