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纪事· 52021年12月25日 星期六

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华夏周末

第5-7版 周六出版
主编：王小宁
编辑：谢颖 杨雪 张丽 郭海瑾
收稿邮箱：
xueshujiayuan@126.com

电话：（010）88146864
88146873

第8版
主编：罗公染
编辑：位朝辉

本版校对：宋磊
本版排版：王晨

（（（（（（（（（（（（（（（（（（（（（（（（（（（（（（（（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总第 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126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文
艺
副
刊

刊头题字：冯其庸

扫
码
读
华
夏

▲杜卫

精神图谱与水墨建构
许向群

第8版 华夏·翰墨

■编者按：

近年来，美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日前，中华美学学会

第九届全国美学大会暨新时代中国特色美学基本问题研究国际学术研

讨会召开。会议讨论了美学、美育及美育研究如何关注现实，如何推动

现代社会发展、重塑人的道德精神和审美精神等实际问题。全国政协常

委、杭州师范大学原校长杜卫一直致力于研究并推广美育教育，并有丰

厚的实践经验。本期口述版邀请他结合自身的研究和实践，谈谈如何以

美育人、以美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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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育人 美育化人
口述/全国政协常委 杜卫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郭海瑾

▲杜卫正在讲授美育课

一

把美育列入国家教育方针的呼声越来
越强烈，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之后美育工
作也逐渐受到政府和学校的重视，但是，美
育真正开始受到国家空前重视是在党的十
八大之后。

我们从国家发布的一系列文件就可以
看出。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明确写入“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
审美和人文素养”，明确了美育的具体目标。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全面加
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2018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八位老教
授的回信中明确指出：“美术教育是美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
用。你们提出加强美育工作，很有必要。”接
着还对做好美育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做好
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
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
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随后，习近平总书
记又在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中，提出“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从此“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形成。2020
年，中办国办颁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对美育的性质、
作用、任务做了系统阐述，明确了到2022年
和2035年所要达到的工作目标，并对加强和
改进美育工作做了整体部署。

国家这一系列文件的发布，使得全国
上下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热潮不
断形成，学校美育工作的政策和舆论环境
空前改善。

二

美育，正是在党和国家空前重视的大背
景下成为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可是，如何
推进美育工作呢？

就我的经验来看，首先需要解决的是
对美育通过审美和艺术来育人的特点和规
律的认识。这是由于很长一段时间美育未
受到应有的关注，在推进美育工作过程中
遇到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大学学科
布局中还没有美育学科，高水平的人才培
养和学术研究的队伍尚未普遍形成，因此，
大家对于当前我国美育的特点、作用和任
务的具体理解还存在一些偏差，对实施美
育有效方法的探索和总结也不够，各级各
类学校合格的美育教师还比较缺乏，一些
地方美育教学和学生艺术活动的条件还比
较薄弱，等等。基于这些情况，首要解决的
是对美育的认知问题。

首先要理解审美和艺术的性质和特点，
这就需要有美学思维。那什么是美学思维？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审美、艺术是人类在想
象中把握世界的创造性方式，与大家熟悉的
认知和实践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认知是
用理智来认识世界，认知的发展是逻辑思维
的发达；实践追求实际的利益，有具体的功
利目的；而美育的具体目标是“提高学生审
美和人文素养”，也就是促进学生的审美发
展。通常，审美和艺术偏于感性，学生的审美
发展是感知、情感和想象的发展；审美和艺
术并不追求实际利益，具有无直接现实功利
性的特点。一个人只有感性方面和理智方面
和谐发展，才能养成完整人格；一个人只有
超越了个人私欲，才能养成高尚人格。

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美育”概念并阐
述系统美育理论的是德国诗人、哲学家席
勒，他是从达到人格完善的意义上来论述
美育的。

我国引进美育以来的百余年也都是从
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来阐述美育，并把美育
列入教育方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美
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因此，学校美育
工作要坚持把促进学生审美发展放在最重
要的位置。

三

如何实现学生的审美发展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普通学校的艺术教育

是实施美育的主渠道，但它与专业艺术教育
不同。专业艺术教育是为了培养从事艺术创
作、表演和研究的专业人才，而普通艺术教育
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就拿中小学生来说，提高他们的审美素
养，主要是提高他们对高雅艺术的兴趣、欣
赏和理解经典艺术品的审美能力，以及有品
位的审美趣味，审美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创造
力。而人文素养，主要是培养他们高雅的生
活情趣、超越私欲的宽阔胸怀和超越世俗的
精神气质。对于大学生来说，审美和人文素
养层次理应更高。这种通过学习高雅艺术养
成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实际上是学生道德成
长的坚实而真诚的情意基础，也是高品质生
活的人格表征之一。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艺术教育为什么能
实现这些目标呢？

优秀艺术作品是人类文明的生动记忆，
体现了杰出的审美创造，包含着丰富深刻的
文化意义，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理想教材。
选取人类历史上最经典的艺术作品，能够使
学生学会欣赏艺术，懂得审美，能够判别艺
术品的优劣，并由此学会欣赏自然景观。

有些优秀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例
如，鲁迅的《阿 Q 正传》揭示了当时中国社
会的一部分人保守、庸俗、腐败等特征，具
有很强的批判精神；莎士比亚的《威尼斯
商人》描绘了夏洛克这一唯利是图、冷酷
无情的高利贷者的典型形象。这些经典作
品极具创造性地描绘了当时社会的部分
真实样态，不仅生动形象，而且认知水平也
超越了同时代的论著。

有些经典艺术作品思想性不突出，但具

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是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和
鉴赏品味的好教材。如，杜甫的《绝句》：“两
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
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写景生动，如在
目前；四句诗就是四幅画，纵横交错，远近相
接，动静相宜；而且炼字精到，对仗工整，无
一字关情，却句句含有情思。

学生长期接触优秀艺术作品，耳濡目
染，积累审美经验越多，审美能力也就越
强，而且还会渐渐地变得趣味高雅、气质优
良。当然，作为美育教材的艺术作品，必须
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优秀经典作品。艺术是
人类最具创造性的文化活动，经典作品是
人类创造力的显著标志。通过学习优秀艺
术，能够发展学生创造性知觉和想象能力，
丰富他们把握世界的方式，使他们能够创
造性地工作和生活。这些作用是其他各种
教育形态所没有，属于美育独特的、不可替
代的价值。

四

这些年来，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在学校
的艺术课堂上，学生往往“无感”，也就是说，
学生没有情感体验。比如，学习一出戏剧，只
是对课本台词的朗读理解，没有真正实践。

我们知道，美育的特性和独一无二的作
用都要求美育教学过程必须有情感体验和
想象，而不是用一般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的
方法，这是由美育的特殊规律决定的。没有
学生情感体验的美育当然不会有效果，只有
通过情感体验，学生才能进入艺术作品，获
得审美经验，逐步发展审美能力。也只有通
过情感体验，学生才能获得深入的情感熏
陶，优秀人文基因才可能深植于学生内心深
处。所以，普通艺术教育不以艺术知识教学
和技能训练为重点，而要重在通过艺术活

动，让学生在感知和想象中体验经典艺术作品
的审美和人文内涵。

当然，不可或缺是的，艺术教育还需要激
发学生的想象，使他们拥有凭借想象自由创造
的兴趣和习惯。这就要求艺术课堂不仅有鉴
赏，还要有实践，让学生投入艺术实践，用歌
喉、乐器、身体、笔墨油彩等自由探索，发展想
象力。创造力的发展源自健康丰厚的个性，美
育教学应该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艺术教师要
鼓励学生在艺术鉴赏中独立观察、体会并表达
自己的理解，在艺术表演和创作中表现自我，
彰显个性，特别要防止学生简单重复书本的解
释和模仿艺术老师的风格。

显然，这对艺术活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优秀艺术是具有深刻育人价值的。艺术活
动看似随性自由，实质上是有一定形式规范
的。艺术家必须掌握一定时代、一定文化中形
成的形式规范才能进行创作，而欣赏者也只有
了解这些形式规范才能深入理解艺术品。

比如，西洋绘画讲究比例和透视，而中国
山水画则注重笔墨和构图，这是两种很不相同
的绘画形式规范。这些形式规范似乎并没有什
么深奥的道理，实际上包含着不同的宇宙观和
人生观，是艺术文化传统的核心部分。一个人
如果长期受到特定艺术形式规范的熏陶，他的
艺术感知方式、审美趣味和审美观念就会深受
影响。一个中国学生如果受过中国画鉴赏教
育，那么他在观赏山水时所看到的往往是按照
中国山水画的笔墨和构图“裁剪”过的景色。同
一个月亮，在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眼里是不同
的，对月亮的感受就更不一样，这是由于中西
方不同的文化传统所致。

美育通过优秀艺术品长期的熏陶来塑造
人们的感知方式，进而影响人的心灵，这就是
美育内在特殊的育人机制。由此出发，我们才
能真正领会“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
的深刻含义，那是一种从内心深处植入优秀人
文基因的教育过程。

从我多年的教学经历，我深感，美育的这
种独特的育人机制，特别是对于学校艺术课程
的教学，应该十分重视对某一门艺术独特的表
情达意语言的教学，把对这种艺术语言的理解
和运用作为重要教学目标。

每一门艺术都由于其所用媒介的不同而
有不同的表情达意语言，像音乐是音响语言、
舞蹈是肢体语言等。但是，音乐的音响语言不
等于音响，而是音响织体，也就是对音响运动
适当的组织；舞蹈的肢体语言也不等于肢体动
作，而是对肢体动作适当的编排。各种艺术语
言都是在长期艺术实践基础上，经过历史积淀
而形成的，具有系统的形式规范，蕴含着丰富
的审美和人文意义，而艺术家的创作正是运用
了这一套语言来表情达意的，对艺术作品的鉴
赏、理解也必须首先要读懂这套语言。艺术语
言是艺术形式规范和艺术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的中介，通过艺术语言，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
式被有机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学生掌握了
这套语言，也就学会了通过艺术语言理解艺术
品和创作艺术品的方法。

无论是创作还是鉴赏都离不开特定的艺
术语言，不懂某一门艺术的独特语言，也就不
可能说懂这一门艺术。因此，美育教学必须把
艺术语言的教学列为最基本的内容，要防止孤
立地教授艺术技法，把技法教学与艺术语言的
教学结合在一起，引导学生由技入道。

记者手记：

美育与生活息息相关。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致力于美育研究的杜卫
对此有着深切的体会。

不管是课堂教育实践，还是潜心学术
论著，如何实现美育、如何让美育切实融入
生活一直是他所研究的问题。他提倡情感
体验，在具有浓厚审美氛围、趣味盎然的活
动中，能够引发、延续甚至深化情感体验，
促进人的身心健康成长；他关注德育，认为
德育过程偏理性，重在讲道理，情、理之间
应该相互融通。

就拿生活中最常见的例子、孩子们
最熟悉的诗歌《咏鹅》来说，从德育角度
讲，教授孩子们这首诗，其目的在于通
过诗歌生动形象的方式和情感体验的

渠道，使孩子们了解到动物鹅的突出特征
和生动形象，培养他们认识动物、爱护动
物的观念。但是，对于儿童来说，抽象的道
理是不容易理解或接受的，这便需要先进
行审美熏陶，比如给他们听听音乐、教他
们背背诗歌，使他们养成向善尚美之心，
为之后的人格养成奠定基础。将美育真正
融入生活，才能对人的塑造和成长起到潜
移默化的作用。

美育无处不在。当然还需要加以甄别，
哪些是从人本身出发获得健康发展的，哪
些是一时所需、过眼云烟。美育，归根结底，
在于提升人的素养，塑造人的品格，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生活是美的源泉，回归生活也
才能实现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的目标。

美育与生活
本报记者 郭海瑾

▲《审美与人生》

▲《美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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