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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文学研究

当代中国美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及主要课题

冉祥华

(商丘师范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 ] 当代中国美育研究要取得新的成绩, 必须以人生论为逻辑起点, 并努力实现作

为 教育价值观 取向的美育和作为独立成分的美育的有机融合。最近十几年来, 当代中国

美育研究呈现出内容实践化、视野扩大化、方法科学化的趋势。美育研究面临的的主要课题

有美育的本质问题、培养 生活的艺术家 问题、促进创造力发展的问题、脑功能开发问题、美

育具体实践问题、大众审美文化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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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育研究的逻辑起点

任何对实际问题的探讨总要有一个理论的逻辑

起点。找到了逻辑起点,就好比找到了源头,整个理

论体系就有了立足点和生长点。美学是美育研究的

理论基础,是研究美育的必然依据。然而,当代中国

美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认识论美学、实践论美学、

形式论美学、本体论美学、价值论美学、人生论美学、

生命论美学、存在论美学 令人眼花缭乱, 我认

为,由王国维开创的人生论美学最适合作为中国当

代美育研究的理论起点。

王国维作为 20世纪中国第一学人, 在 20世纪

初,从人生论视角出发, 创建了他的美学和美育理

论,并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和美育理论的重要遗产一

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美学和美育理论。王国维的美

学和美育最关心的问题是 人生之问题
*

。 人生

之问题 的核心是 忧生 。人的生命何以成为可

能? 人如何有意义的生活? 人生的意义何在?

这是与 忧生 俱来的生命困惑。 强颜人世苦支

离 , 暗淡谁能知汝恨 , 人间总是堪疑处,惟有兹

疑不可疑 这一切使王国维念念不忘。另外,

他的 无用 说中的嗜好, 古雅 说中的传统趣味、

境界 说中的 血书 情绪,也都给审美以现代性的

内涵,预示他人生美学的诞生。

王国维 体素赢弱, 性复忧郁 , 却以他特有的

哲学气质,洞察人生的悲苦。他开创的人生美学之

所以能影响至今, 不仅在于它成功地融合了中西

美学和美育思想, 而且在于它抓住了中国从传统社

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国家向开放国家转型过程中

人们所面临的大问题: 在这大转变、大震荡、大迷惑

的时期, 人如何有意义地生活? 人生的意义何在?

百余年来, 时代变迁, 但是, 这个问题却仍然存在。

所以,人生论美学和以此为出发点的美育理论也仍

具有生命力。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我们的美学一直走在一

条错误的道路上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

美学的坐标一直遥遥指向西方 因而也就不是指

向人,而是指向理性的 知 或者道德的 善 。从

20世纪 50年代的那场美学大讨论开始, 占据主流

地位的是认识论美学、实践论美学,热衷于探讨美的

本质的 客观性 问题, 人生问题被所谓的 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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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社会性 、必然性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所淹没,而作为感性存在的人、作为一次性生命存在

的人,却完全被不屑一顾地疏忽或者遗忘了。正如

有的学者批评的那样:我国主流美学的最大失误,就

在于它对人的漠视, 忽略了内在的生命活动, 忽略

了体验,忽略了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忽略了作为生命

意义的秘密。 显然, 这样的美学根本无法贴近国

人的生活,也无法走进当前的美育实践。原因很简

单,美育关注的是生活着的人, 是活生生的人的生存

和发展,而这种美学是没有具体生活的人的,只有作

为 美的本质 的那个抽象的 物 或者是作为 人的

本质 的那个抽象的 人 , 这样的美学是 冷美

学 、贵族美学 , 它雄踞于尘世之上, 轻蔑地俯视

着人生的悲欢离合。 这样的美学注定与关注人生

体验、人生境界、人生关怀的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精

神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当代中国美育研究要取得新的成就,必须

回归到由王国维开创的人生论美学上来。认真研究

和借鉴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家的

人生论美学及其美育思想, 吸收当代西方唯意志主

义美学 人生艺术化 、存在主义美学 诗意化生存

等观点,把美学研究与美育研究结合起来,从工具论

与认识论层面走向深层的人文精神建设层面, 使中

国美育研究真正关心国人特别是儿童青少年的生存

和发展。这是当代美育理论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前,在我国美育理论研究中,对美育的理解多

有分歧, 总体上讲, 有两种取向: 一是作为 教育价

值取向观 的美育; 二是作为独立成分的美育。前

者认为,美育是培养自由的完善的和谐发展个性的

那种教育, 即 美的教育 。后者把美育同德育、智

育、体育相并列, 认为美育是 培养年轻一代感受

美、鉴赏美和艺术创作能力 。这两种取向的根本

差异在于前者不视 美育 为独立的教育成分, 但重

视 美育 的人文精神,强调以培养完满的人性和人

格为根本目的;后者认为美育是一种独立的教育成

分,它有自己独特的性质、特征、功能、规律和方法,

有自己独立的目的,即培养和发展人的审美能力,但

无形中却消解了美育的人文关怀。

美育的这两种取向, 如果说作为独立成分的美

育较为可行的话,那么作为 教育价值观 的美育则

更为深刻,因为它要求的不是孤立地培养学生的审

美能力,而是着眼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着眼于人性和

人格的完善。要在两者作出选择,的确很难! 但是,

如果从美育作为感性教育的角度, 有机地把这两种

美育观结合起来,视后者为前者的基础,思路就比较

清晰了:首先美育是 独立 成分的美育, 它以培养

和发展人的感性 (包含审美能力 )为基础; 但是美育

的目的和作用并不是就此结束了, 它还要进一步协

调德育和智育,即促进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协调发展,

塑造完满的人性, 最终实现人的 诗意化生存 , 这

最后一个层面的作用正体现了美育的人文关怀。

二、美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 )研究内容实践化

美育是一门综合、交叉学科, 与美学、艺术学、教

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思维科学、脑科学等学科有密

切关系。从学科定性上来说,它因侧重不同,既可以

成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也可以成为美学的一

个分支学科。但是, 它首先是一个教育的子系统,

首先与教育大系统以及从属于大系统的所有其他子

系统有着内在联系及一致性。 这就是说, 在根本

意义上讲,美育首先是一种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

美育理论研究必须为美育实践服务, 这是美育理论

研究的最终归宿。美育理论与实践的逻辑关系, 决

定了美育研究必须把 审美育人 作为重心。当然,

研究 审美育人 问题, 需要应用美学知识, 但绝不

能停留在美学的层面上, 不能照搬美学理论, 而 应

该根据研究对象和问题的特殊性对美学等学科作必

要的选择, 特别是要把美学理论向育人的实践转

化。通俗地说,当前美育理论研究要着重探讨美育

的具体实践问题, 即探讨教育对象审美发展的阶段

性特征以及学校和教师怎样进行美育的问题。简言

之, 美育理论研究要向实践深化。

美育作为一项具体的实践活动, 有很多问题都

需要理论给予指导,如教育对象的审美发展,美育的

目标体系、内容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法体

系、评价体系等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不是美学

研究的重点,甚至在一般美学研究中常常被忽视,但

是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 有助于各级各类学校更

好地实施美育。这就要求, 美育理论研究应该向教

学实践所提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深化,向教师怎样

教 、学生怎样 学 的具体问题深化。就是说, 美

育理论要转向研究 怎么将装在头脑里、写在书本

上的理论转化成实际操作行为 的问题。

(二 )研究视野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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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年代, 美育理论研究多在局限在美

学和教育学层面,主要探讨美育的本质、性质、功能

和实施途径等方面的问题。进入 90年代以来, 美育

的基础构成学科如心理学、思维科学、脑神经科学迅

速发展,为当代美育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新思

路,不少学者开始多角度、多层面探讨美育的价值,

美育理论研究的视野呈现出扩大化趋势。

特别是近十几年来, 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将脑科

学研究纳入了国家科学发展战略规划, 各国著名大

学也纷纷建立跨学科、跨领域的认知神经研究机构,

这些旨在通过对人类智慧探秘来强化智力开发竞争

力的计划和行动,使得脑神经科学吸引了越来越多

人的关注,同时也开拓了艺术和美育理论工作者的

视野, 敦促他们把研究的眼光移向脑科学。资料显

示,享誉世界科学界的 自然 (Nature)杂志,在 20世

纪最后 10年,恰好每隔 3年发表 1篇围绕艺术是否

有益于智力或学习发展的研究报告。具有同等学术

地位的 科学 ( Science)杂志以及众多的脑科学专业

期刊,在这一时期也登载了与艺术、审美相关的许多

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美育的脑科学机理的探讨。

(三 )研究方法科学化

当代中国美育理论研究要有所建树, 不仅取决

于美育观念的转变、对美育功能的认识程度和进行

实践美育的勇气, 而且更取决于美育研究方法、手

段、过程的科学化。通常意义上讲, 科学化 至少

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 :其一是数字化,即现象的数

据化和按照数学模型进行的推论, 从而找出如同数

学那样严谨的规律或结论;第二是实验化,即所有关

于原因和规律的假设都必须通过实验加以验证;其

三是概念化、理论化, 即对现象进行精确的本质的概

括,对现象的本质进行严格的定义,并以概念间的关

系揭示和表述现象之间联系的规律。

美育理论研究通常采用哲学思辨、逻辑论证、理

论概括等 形而上 的方法,这些都属于 科学化 中

第三个要素的范畴, 即概念化、理论化。20世纪 60

年代, 随着实验心理学的发展, 国外美学界出现了实

验美学,美育研究也开始向实验化迈进。然而,科学

化的第一个要素,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数字化即

量化 ,美育研究很少采用。用 量化 的方法研究

自然科学是没有异议的, 但是美育通常被认为是自

由度较大、强调主体能动性、创造性和个性的师生双

向交流活动,用数量加以确切描述,一般认为根本就

不可能。然而,科学研究科学化程度的高低,又往往

是以数量化程度的高低而论的 。因此, 采用 量

化 的方法研究美育是一种必然趋势。

于是,美育以及有关的研究就陷入了两难境地:

仅用语言定性研究,不科学; 用数量定量研究又似乎

不可能, 依然是不科学。但是, 美育研究要站得住

脚, 要有充分的说服力, 又必须科学化,其中包括必

须达到一定的量化程度。以赵伶俐为代表的一些美

育研究工作者, 在教育部 八五 、九五 规划的有

关实验课题中,大胆地采用量化的方法,利用量的确

切性和在一定范围多级性的特点, 来反映美育及有

关现象在一定量的范围内质的特性和伸缩度。例

如, 她的研究小组自行设计的 审美欣赏能力测试

问卷 ,在项目设计和评分标准上, 都采用了这种确

切性和多级性相结合的办法, 较为成功地尝试了审

美活动及欣赏能力量化描述的方法。

三、美育研究的主要课题

在我国社会、文化大转型的特殊时期,美育作为

一门由多学科构成的应用性学科, 其理论研究应当

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从长期以来局限于理论分析

的狭窄圈子走出来,转变为对现实审美问题的发现

和解决, 把文化生活和教育实践出现的新问题作

为主要研究课题 。当前中国美育研究领域有许多

问题都需要深化,择其要者有以下几项。

第一,美育的本质问题。对于美育本质的探讨,

即对 美育 这一范畴的内涵进行深入而科学的研

究, 是美育学科理论建设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学

术界对美育本质的认识,有多种看法:有人主张美育

是附属于德育的 附属论 ; 有人主张美育是培养完

满人性的 完人教育论 ;有人主张美育是以情感为

核心的 情感教育论 但是, 我认为, 美育首先

是感性教育,它的任务是发展人的人性中的感性因

素 (包括情感 ); 进而协调德育和智育, 促进感性与

理性的协调发展, 从而塑造完满的人性, 实现人的

诗意化生存 。有关美育本质的各种说法必须厘

清, 只有这样, 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美育的本质, 从

而为美育理论研究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第二,美育培养 生活的艺术家 问题。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进行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建设

事业,这无疑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唯一之路。但

是, 现代化在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繁荣富强、文明发达

的同时,也带来了市场拜物盛行、工具理性膨胀、自

然生态恶化与精神疾病蔓延等严重问题。要解决这

些问题,当然需要依靠法律和道德的手段,克服社会

的阴暗面, 达到社会的正义、平等。此外, 非常重要

的就是要借助美育的手段, 引导广大人民特别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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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一代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社会、自然、他人和自

身 。就像当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借用诗人荷尔

德林的诗句说的那样: 充满才德的人类,诗意地栖居

于这片大地 。这是海德格尔对人类与社会的呼唤,

也是对美学与美育的深情呼唤。这一重大课题应当

引起一切关心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人们的高度重视。

第三,美育发展创造力的问题。着眼于 科教

兴国 战略的实施, 教育如何为经济、社会、文化的

发展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已提到教育改革

的重要日程。过去,不少人认为创造力的培养,需要

智育, 勿需美育。其实恰恰相反,作为审美教育的美

育,在促进个体审美能力发展的同时,也在促进着创

造力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还会有助于人的整个认

识能力的成长。现有研究表明,美育对解放无意识,

保障自发性 ,激发和强化人的创造冲动, 发展思维

的流畅性、变通性、独特性 , 促进直觉能力、想象能

力等方面, 都起着其他教育无法替代的作用 。正

因为如此,世界许多发达国家都把艺术教育列为核

心课程,作为发展学生创造性的课程来设置。而我

国学术界对美育促进创造力发展的价值重视不够,

研究还比较浅薄,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第四,美育与脑的开发问题。当前,有关美育与

脑科学关系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可

以说刚刚起步,当然也没有真正有份量的论著,但是

美育与脑科学、神经心理学关系的探讨无疑是美育

学科实现新的突破的一个关键命题。因为, 美育学

科的性质决定了美育与脑科学关系的探讨可以使之

更具有科学性。美育是教育学与美学的交叉学科,

而教育学、美学同心理学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上

讲,心理学是美育的重要支撑。而脑是心理的器官,

脑的功能与机制正是心理学科的生理基础 。因

此,美育学科要加强其心理学的支撑,必须引进神经

心理学的内容,探讨美育与脑神经科学的关系,探讨

美育活动及其效果的神经机制与规律。

美育与脑科学的结合,也是脑功能开发的需要。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看, 美育对大脑的影响可以归

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善右半球的抑制状态,使

大脑皮质兴奋性增高,两个半球的优势得以充分整

合; 二是加强神经信息通路, 改变化学递质或调质的

分泌量,提高神经信息传递的速度;三是为儿童提供

适宜的刺激和情感支持, 促使儿童的脑以全面的方

式成熟起来;四是影响包括杏仁核在内的大脑边缘

系统,有助于提高情绪智力 。显然, 加强这项课题

研究,不仅能够推进素质教育,而且还可以使美育学

科取得新的突破,使之更具有科学性。

第五,美育具体实践问题。美育是一门实践性、

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必须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上探讨美育的重大课题。当前, 我国新一轮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这为美育理论

与实践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美育理论工作者要

确立当代问题意识, 深入学校,深入课堂,很好地研

究美育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课程系统、教材体系、

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以及课外活动、师资队伍建设等

具体问题。特别是教学评价事关教育的方向和性

质,已在国际教育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国外有教

育专家提出运用 情景化的评价方式 来代替传统

的考试,对艺术教育进行教学评价。美育评价也可

以借鉴这种方法,并进行必要的研究。

第六,大众审美文化问题。 20世纪 80年代以

来,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大众文化迅猛发展, 并

日渐成为当代审美实践的主流。大众审美文化是一

把 双刃剑 ,它对现代人性的建构起着正反两个方

面的作用 。调查显示, 当前大众文化对青少年的

影响已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也超出了包括父母和师

长在内的影响因素 。因此, 深入探讨大众文化的

本质和双重作用, 如何根据大众文化对学生的影响

相应地调整美育策略,无疑是美育理论研究亟待解

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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