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总第 615期

2019·12

摘 要：审美教育首先应该是关于人的教育，无论是鲍姆嘉通、席勒，还是马克思，都不同程度地表明了审美

教育与“人”的联系，因而美育的指向不仅是客观对象，更是主体存在，也就是对人的生存方式、人的全面发展

的关注。但由于审美教育的长期缺席，大学生的自发性审美出现了审美对象、审美目标、审美发展三个方面

的偏差，由此制约了大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和大学生群体的全面发展。因此，必须重新探讨审美教育对大学

生的重要意义，并借由审美教育提升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实现大学生从功利需要向精神满足的超越，扩展大

学生的全面发展等价值的彰显，找到通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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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人们带来了生活的便利

和信息的便捷，为唤起普通民众的审美需要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但缺乏审美教育引导的审美活动却很

容易产生偏差，从而引发审美取向庸俗化等问题。

当代大学生的审美也烙印了同样的时代特征：他们

思维活跃、敢想敢说，对于“美”的追求可以说已经成

为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信息爆炸的今天

引导其审美取向的正确发展？这无疑是新时代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审美教育的实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于什么是审美教育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存

在着不同的看法，其中“美学之父”鲍姆嘉通首次把

握了美育作为感性教育的这一重要特征；“美育之

父”席勒则是第一位提出“美育”这一概念并对其做

出系统论述的哲学家；“社会主义精神领袖”马克思

的唯物史观为当代美育的发展以及我国美育、教育

理论的发展指明了重要的方向。因此，要搞清楚美

育是什么，就必须对这三位代表人物的美育理论做

出一个简单的梳理：

美学之父鲍姆嘉通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确立起来，并且将其定义为“感性认识的科学”，他对

美学的定义让我们在理解什么是审美教育时具备了

一个基点，即美的教育就是感性教育。鲍姆嘉通不

仅将美育规定为一种感性的教育，而且论述了通过

审美教育最终要对人的情感进行一种引导和提升，

使其“转化为情感的审美情绪”。此外，鲍姆嘉通对

审美能力的分析中不仅包含了感性认识这种“低级

认识能力”，而且包含了理性类似思维这种“高级认

识能力”，也就是说，鲍姆嘉通已经微妙地认识到感

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是可以并存的，而即使感性是审

美的重要特征，理性也并非在审美过程中不存在，甚

至理性类似思维还是感性判断存在的基础。鲍姆嘉

通已经把美学和美育的内涵落脚到了感性和人本

身，不仅打破了理性与感性、逻辑与艺术二元对立的

局面，而且十分有助于改变我国一直以来将美育理

性化、知识化的教育局面。

席勒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美育”这一概念的人，

他将美育的内涵定义为“情感”与“自由”。席勒还是

第一个对现代性带来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刻思考和系

统探讨的人。工业革命之后，科技发展提升了人们

的生活质量，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但人的精神世界却陷入荒芜、焦虑且无处可归的境

地，人在获得文明和现代化的同时，却走向了碎片化

和分裂。席勒对这一荒谬的景象进行了分析和思

考，认为正是由于人们舍弃了艺术和美的力量，将功

利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才出现了碎片人，而这种碎

片化实质上就是人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割裂。

席勒不同意为了道德而损害人性自然的追求，同时

也不赞成为了人性的自然追求而无视道德，与其说

这两者在席勒眼中是互相矛盾的，不如说他认为这

两者都内在地共存于人性当中，无论是哪个占据上

风或缺失其中一个部分都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人，

审美教育的实质及其对大学生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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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审美教育，才有可能使两者共生共存，合二为

一，进而使人们获得自由。席勒的美育理论不仅将

美育作为人性完满和人性解放的重要手段，并将其

视作唯一途径，他奠定了现代美育的基础，并对后来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前人不同的是，马克思批判继承了前人对于

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将“美育和人的教育”理论贯

穿于其思想理论的始终，落脚到人类生活本身，由此

超越了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元对立。马克

思首先明确“感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但他否定费

尔巴哈的“抽象人”，而是将人的存在与社会紧密联

系在一起，提出了“社会人”这一重要概念，即在感觉

和感性获得解放和自由之后，拥有感觉的全面性及

感性生存状态的人，而社会人又只能在劳动和创造

中得以存在：“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

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

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

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

造。”[1]（P97）这里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就是一种审美教

育，这种建造不仅要遵循人的规律，还要遵循社会的

规律，也就是说，社会人不仅需要个人能力的全面发

展，同时也需要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的美

育理念还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极高的生态美

育价值。他将人的需要与发展与自然发展视作和谐

统一的互动关系，将自然界视作“生存的伙伴”，而共

产主义社会也正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状

况：“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

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

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P120）由此

可见，美育的外延在这里已经扩大到人、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方方面面。

由上可见，审美教育首先应该是关于人的教育，

无论是鲍姆嘉通、席勒，还是马克思，都不同程度地

表明了审美教育与“人”的联系；审美教育的指向不

仅是客观对象，更是主体存在，也就是对人的生存方

式、生活方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这种关于

人的教育更确切来说是一种落脚在“人”身上的感性

教育，它首先包含了对人的感官和官能的肯定，感官

和官能不仅强调了通过感官获得直接的生理反应或

原始本能的欲望，还包括想象、情感等精神性的因

素，因此，审美教育的感性是生理性和精神性两个方

面的结合，是席勒所讲的“完满的人性”和马克思关

于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结合，是一种包含理性

因素的情感型教育。审美教育的功能在于：一方面，

审美教育通过感性能力的培养重新激发出个体在文

明社会中应当具有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审美教育

还与社会、自然息息相关。马克思美学思想中的自

然观已经明显涉及生态美育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

展，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生态审美需求的遮蔽阻断

了人类回归自我的道路，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成

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所在，审美教育强调人作为

审美主体的能动性作用，主体并不意味着人与自然

的割裂，相反，它应该引导我们重新处理人与自然的

关系。因此，审美教育还是关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关系审美化的教育：“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

的）人的复归”[3]（P120）。

二、大学生审美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第一，审美教育能提升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审

美能力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感受力，审美教育最直

接的意义就是能培养这种特殊的能力。审美能力一

般包含审美感受力、审美鉴赏力和审美创造力三

种。审美感受力是对审美对象整体的领悟和把握，

可以说审美感受力是审美活动发生的入门条件。审

美感受力的获取除先天因素之外，更多的是从审美

活动中得以发展的，通过培养大学生对外在事物的

感觉唤起，引导学生从日常状态进入审美状态，这

样，拥有审美感受力的学生能从颜色、措辞、结构等

形象敏锐感受到美的存在，并从中体会到情感的张

力。不仅如此，拥有高度审美感受力的学生会发现，

传统美学中强调的视觉和听觉并非进入审美体验的

全部条件，审美体验依赖于主体和客体互动式的“浸

入审美”，这种浸入式的审美模式对于发现自然之美

及生态审美的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审美鉴赏

力指的是对审美对象的鉴别和评判能力。一般来

说，审美鉴赏力需要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美学知识、审

美素养之上，审美教育能让受教育者获得较高的审

美趣味和鉴赏标准。这样一来，审美鉴赏力首先能

给予大学生对审美对象的美丑做出正确判断的能

力，不再将审美对象异化，以丑为美；审美鉴赏力还

能给予大学生对不同形式或范畴的审美对象进行欣

赏的能力，在不同形式和不同范畴内都能进行一定

的审美鉴赏活动。审美创造力是审美能力的最后一

个层次，同时也是一种高级的综合层次，这一能力必

须经过长期的审美教育和审美经验的积累才可能达

成。拥有审美创造力的大学生都具备发现新问题、

创造新的审美对象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审美创造力

能够延续一生，给予人自主活动的欲望、高度敏捷的

思维能力以及自主的创新意识，成为大学生现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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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人生的持久生命力的源泉。

第二，审美教育能让大学生实现从功利需要向

精神满足的超越。超越性是审美教育的重要特征之

一，审美的超越性虽然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但

强调的是精神上的创造性转化。在超越的过程中，

能对大学生的人格、自我、生存理想等进行极大层次

的提升。首先，审美教育能实现对纯粹欲望的超

越。人的生存活动以生理本能的满足为基本依托，

感官的生理性是人与社会和自然得以接触的基础，

生理性的欲望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动力，审美

是建立在人的生理基础之上的，但更重要的是借由

生理本能获得心理系统的全面发展，将本能的欲望

升华为情感和爱。这样不仅能避免大学生成为欲望

的奴隶，还能使他们真正走向感性的“精神存在”。

其次，审美教育能完成对道德的超越。一般而言，社

会上的道德都具有强制性和压抑性的特征，是一种

建立在一定规范和约束下的道德，这种道德形式必

不可少，但最好的道德一定是“问心的道德”：“问理

的道德迫于外力，问心的道德激于衷情，问理而不问

心的道德，只能给人类以束缚而不能给人类以幸

福。”[4]（P44）从审美本质来看虽不以道德作为衡量标准，

却潜在包含了与道德要求契合的因素，这种契合因

子之所以将道德与审美联系起来，是因为其建立在

个人个性和情感基础之上，同时符合人性和德行。

只有在真诚和爱回归的时候，才可能由心生情，也只

有在审美教育的过程中，才可能让道德成为一种灵

魂自内而外的追求。最后，审美教育能实现大学生

对人生境界的超越，为大学生创造更广阔的眼界和

心界。虽然在审美过程中生成的审美境界能让人对

现实世界产生遗忘，这固然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慰藉，

但更重要的是个体在这种审美境界中能获得生命和

情感的进化与升华。这种人生境界是一种“云卷云

舒，去留无意”，也是一种“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

境”，是一种“本真”的精神境界。归根结底，审美教

育能让我们从对外在价值的喧嚣中脱离出来，完成

审美主体内在价值的回归，也就是人的本性的回归。

第三，审美教育能帮助大学生实现个体的全面

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任务是“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

人文素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5]。这里所讲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实质上就是人的全面

发展，它不仅包括个体的全面发展，还包括人与人、

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

发展。马克思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审美

教育能够大大拓展人的社会性，提升人的“爱的能

力”，即爱自己、爱亲人、爱他人、爱群体、爱国家、爱

社会的能力。托尔斯泰就认为，艺术是人与人之间

相互交际的手段之一。接受良好审美教育的人能用

艺术的方式加大与人的交流，这种交流可能是语言性

的，也可能是非语言性的，它在不经意间加深人与人

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使人更敏锐地察觉到他人的心灵

需要，从而消除彼此间的冷漠和隔阂，带来共鸣和移

情。人与人之间多一分理解和温情，整个社会就会多

一分和谐和互助。此外，审美教育还能够帮助大学生

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因为自然美是审美

的重要内容之一，大自然是人类审美的重要对象，而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是审美的理想之一。随着物

质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却日渐疏远。审

美教育能让大学生们从对大自然的索取中脱离开来，

重新审视自身与大自然须臾不分的关系，体会到“人

类既是社会文化的生产者，又是自然整体的一部

分”[6]（P155），大自然是我们肉体回归尘土的最后栖息

地，也是我们精神回归家园的最终依托。通过审美

教育唤起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立，实际上也是对

人的本性的呼唤，大学生亲近自然的过程是一种审

美教育的过程，更是一种本性回归的过程。

综上所述，审美教育不仅涉及大学生审美能力

的养成，帮助他们成为“完整的人”和拥有诗意的人

生，而且还会使得大学生建立起自身与他人、与社

会、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共生共存的亲密关系，将对

人的个体的关怀上升至对整个人类的终极关怀，为

人类自身找回其本原的意义。因而，审美教育应该

贯穿于大学生的整个教育过程以及大学生校园生活

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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