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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0_8F_E5_AD_A6_E6_c38_55396.htm 一、美育的含义美育

是以培养学生感受、表现、鉴赏、创造美的能力，从而促使

学生追求人生的情趣与理想境界等为目标的教育。美育作为

一个相对独立的、明确的教育范畴，一般认为是由德国诗人

、美学家席勒在其《美育书简》中提出来的。美育可以分为

狭义和广义两类。所谓狭义美育，极端的定义是认为美育专

指“艺术教育”；其一般的定义是认为美育指“美感教育”

“审美教育”“审美观和美学素养教育”等。所谓广义美育

，有人认为：“真正的美育是将美学原则渗透于各科教学后

形成的教育。”美育定义由狭义而广义的过程中夹杂的另一

个维度的变化就是：由形式美育走向了实质美育。所谓“形

式美育”指的是以培养对象的审美素养（如审美观、欣赏美

和创造美的能力等）为目标的教育活动。而“实质美育”则

以上述目标为手段，追求美育的精神实质：人生的美学趣味

和教育的审美境界。梁启超先生说：“我确信‘美’是人类

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重要者，倘若在生活

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

不成。”“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

意义。”人生趣味与境界的追求与会听曲子、会作诗或会一

套美学理论、拥有自己的审美观等显然都不是一回事。称之

为实质教育的原因就在这里。强调美育对诗意人生的促进功

能已成为现代美育的核心。这样，美育概念就应在从狭义走

向广义的同时，也实现由形式向实质的革命。定义的变化意



味着美育概念本质的拓展，从而也意味着美育功能认识的拓

展。二、美育的功能（一）美育的直接功能美育的直接功能

可用两个字表示即“育美”。我国学者认为：“美育的任务

可以概括为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培养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美育的直接功能（审美观以及审美、创作能力的培养等

）与美育概念的狭义或形式美育相关。（二）美育的间接功

能美育的间接功能是一种附带功能，或者说是一种潜在功能

，是为其他教育功能发挥提供前提条件的作用，具体讲，就

是美育的育德、促智、健体功能等。蔡元培先生在20世纪初

就说过：“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

。”蔡元培（18681940），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

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大学

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大力倡导美育，于1912年

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明确提出“军国民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

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1917年，他在《新青年》杂

志上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进一步阐发他的美育思

想。有《蔡元培全集》《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传世。当然

，美育之育德功能与促智、健体等功能一样，都是一种创设

德育、智育、体育的前提、情境的功能，并不等于德育、智

育、体育本身。这是因为审美过程拒斥外在的功利和道德目

的。故美育的育德功能等只能是一种附带或间接的功能。（

三）美育的超越性功能“超”是相对于既定的美育功能观而

言。一般的美育功能观认为美育的功能无非在于审美观的确

立，审美、创美能力的发展，同时促进德智体诸育等，没有

超出以上论及的两类功能的范围。与这两种功能观对应的实



际上是一种形式美育概念。而与实质美育概念相联系的对于

现实生活的超越所形成的人生意趣和理想境界追求等，显然

已经“超”出了原有的直接和间接功能范畴。以蔡元培“以

美育代宗教说”为代表的中外美育理论及实践，对于人生终

极意义、意趣及教育过程本身美学自由精神的追求等美育“

超美育功能”或价值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已是一种世界的

潮流。三、美育的任务美育的主要任务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

方面。（一）培养和提高学生感受美的能力感受美是审美活

动的起点，因而也是学校美育的基本任务。由于千百万年以

来人类整体社会审美活动实践在心理结构上的积淀，人类个

体身上天然就禀赋了某种美感能力。所以人天生就能够分辨

乐音和噪音，天生就对一些形体、颜色等敏感。但是，这一

天然的感受能力具有原初或简单的特性，不能使个体适应今

天所需要面临的日益丰富的审美关系和进行审美活动的需要

。所以天然的审美感受能力更多地说明的是人的审美潜能。

学校美育的任务之一首先是要以此为基础，爱护、发展个体

的审美感受力，使之更加敏感、细腻，更加丰富。为此，学

校美育应当充分展示自然、艺术、社会和教育本身所蕴涵的

美的因素，从而养成学生热爱美、欣赏美进而创造美的动机

。人对美的感受能力需要有良好的审美感觉器官，也需要其

他感知能力和精神积累作基础。所以，提高审美感受能力，

需要也有助于人的整体精神素养的提高。此外，感受美的活

动也有益于学生感受美好生活，产生热爱生活、建设美好生

活的积极的人生态度。（二）培养和提高学生鉴赏美的能力

鉴赏美包括“鉴别”和“欣赏”两个方面。前者表示对美与

丑及美的质量层次的判定；后者表示对审美对象进行审美活



动的心理过程。但是后者只有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才可

以说个体具有一定的审美鉴赏能力。鉴赏美的能力培养首先

要求学校美育要培养学生有正确的审美观。这就是说，学校

美育既要教会学生正确地鉴别美的内容，也要使他们具有欣

赏美的形式的能力。既要让学生接受民族的、社会的、阶级

的审美标准，同时又允许他们具有个性特色的审美能力的成

长和发挥。健康而有个性的审美能力是学校美育的重要目标

。一些学校在美育活动中过分强调对与错，过分纠缠道德、

阶级属性等，其结果是审美活动必需的心理自由的丧失，反

而败坏了学生的鉴赏力和审美活动本身。这与不分高下、美

丑的做法一样是错误的。欣赏美还需要个体具有有关美的基

本知识，具有理解美的形式的能力。所以，必要的审美知识

传授和艺术修养水平的培养与提高是学校美育的基本任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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