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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塑造具备全面素质与创造力的新型人才 ,是普通高校的审美教育的终极目的 。

因此 ,重新建立普通高校的审美教育 ,就应该以审美教育观为理论指导 ,而不能仅局限于艺术

教育本身。同时 ,达成审美教育必须通过审美教育立法 、优化艺术课程体系 、改革审美教育方

法 、提高课程的综合化程度 ,促进审美教育手段的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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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教育获得独立的地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审美教育中 ,音乐和美术又被认为是最

大众化 、最富于感染力的艺术形式 。中外大量事实证明 ,审美教育对于构建人的精神世界 ,早期开发人

的智力 ,培养人的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 ,优化人的知识结构 ,具有任何工具性学科和知

识性学科所不能代替的重要意义。因为审美教育本身使人的想象力向着更高的理念追求 ,培养出具有

崇尚的品格。所以说 ,没有音乐和美术的教育就不可能有合乎要求的智力发展的途径 。自改革开放以

来 ,我国的审美教育取得长足发展 ,而且教育界也普遍认识到 ,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没有美

育的学校是不合格的学校 ,没有经过美育教育的人是知识结构不合理的人 。与此相反 ,学界却对于审美

教育的把握依然过于感性化和随意化 ,尚未在新的理论层面上充分觉悟审美教育的深刻含义。随着知

识更新的加快 ,应试教育的地位重新评估以及教育国际化竞争的日益加剧 ,作为素质教育一个有机部分

的审美教育本身也将发生一系列的深层变化 。在推行素质教育多年的我国高校 ,当正视到我们的教育

理念 、教育手段 、课程目标与教学效果相去甚远时 ,我们亟待在既有的立场上对审美教育进行重新认识 ,

对多年不变的课程体系 、教材内容 、教学评价等体系进行重新构建和整合。

一 、对审美教育的重新认识

审美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以培养全面和谐发展 、具有崇尚品格的人为终极。加强高等学校审美教

育 ,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再认识 。

自古以来 ,艺术显著的情感效果和多样的社会属性一直被作为最有效的教化和育人手段 ,它通过艺

术特殊的教育功能 ,强调美和艺术在人类文化中的独特意义 ,塑造全面自由发展的人 ,提高全民的素质 ,

以达到审美教育的终极目的 ,因此也可以说审美教育就是一种素质教育。

这种审美教育观念 ,早在中国古代春秋时期儒家美学思想中就体现出来。孔子提倡“六艺” ,重视礼

乐教育。他提出“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 ,“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其教育观是塑造“修身治人”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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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伦”思想 ,这是最初的古代美育思想。礼乐有不可分割的表里关系 ,礼乐从秩序与和谐两方面为王道

政治服务 ,列为古代学校美育的基本内容与形式 ,所以 ,儒家主张以礼乐为主教 。与此不谋而合的是 ,古

希腊的音乐在学校中也是七种自由艺术科目之一 ,并提倡“体育形成人的肉体 ,音乐形成人的灵魂” 。这

说明古希腊的教育观即是以塑造和谐发展的人为目的的伦理美学思想。亚里士多德提出净化论的音乐

教育观也是从人的音乐培养角度来阐述音乐教育的意义 ,18世纪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在近代人文主

义思想背景下 ,以美的灵魂为理想 ,与伦理美相对立 ,其教育观是突出艺术活动 ———美的作用 ,塑造理性

和感性相融合的和谐人性之人 ,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审美观。19世纪出现了强烈的反机械主义 、反技

术主义的倾向 ,试图通过审美教育恢复人的创造主体。近代审美教育观的倾向 ,就在于审美教育中突出

主体的创造性。美国现代兴起的创造力———综合音乐感教学体系 , 日本铃木的能力教学体系 ,匈牙利

的柯达伊教学体系 ,使儿童在社会生活及艺术方面获得平衡发展 ,造就具有音乐修养的成年人 。德国的

奥尔夫教学体系强调所有学生参与音乐活动 ,都体现了审美教育的育人观念 ,体现了发展人的创造力正

是现代审美教育的宗旨。

综观审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演变 ,可以看出审美教育从古代的培养全面和谐的人为基点 ,逐渐演变

到近现代以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完整人性 。这种人性与艺术合流的教育观念 ,无疑对审美教育之一的音

乐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综上所述 ,要加强高等学校的审美教育 ,必须认识到:第一 ,审美教育的目的是通过艺术教育来实现

的 ,所以高等学校的审美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艺术本身 ,应以审美教育观为理论指导;第二 ,从大教育观

出发 ,高等学校审美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培养几个文艺活动骨干 ,丰富校园的文化生活 ,其终极目标是

培养塑造全面素质 ,富有创造力的新型人才。因此 ,高等学校审美教育的目的 、方法 、手段都必须以此作

为出发点 。

二 、审美教育的重新建立

在一些发达国家 ,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审美教育有明确的规定 ,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美国是世界审美

教育的先进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审美教育发展很快 。1870年哈佛学院正式把艺术课列人教学计

划。1875年创立第一个音乐系 ,于是 ,全美的综合大学纷纷成立了音乐学院或音乐系计有一千余所。

与中国不同的是 ,这些音乐学院或音乐系的本科教育不是培养专门的音乐人才 ,而是以提高学生的素质

为目的。1965—1968年美国制定的《曼海顿维尔音乐教育大纲》 ,其中对音乐素质的培养 、教师进修等

内容都有明确规定 ,对美国音乐教育有较大影响。1994年 ,美国出版公布了《美国审美教育国家标准》

(刘沛泽 ,以下简称《标准》)。该《标准》由美国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Music Educato rs National

Conference)、美国戏剧与教育联盟(American Al liance fo r T heat re & Education)、全国舞蹈协会

(National Dance Association)等 4个全国性审美教育组织 ,根据 1994年国会通过的《2000年目标:美国

教育法》有关精神制订。《标准》将艺术分为 4种门类 ,即音乐 、舞蹈 、戏剧 、视觉艺术 。其中“视觉艺术”

概念比较广泛 ,包括传统美术(诸如电影 、电视 、图形制作 、产品设计)、建筑和环境艺术(诸如城市设计 、

内部和园林设计)、民间艺术 ,以及诸如制陶 、纤维编织 、珠宝等艺术品和木制 、纸制及其它材料的艺术制

品。《标准》针对美国儿童和青少不同年龄层次的特点 ,分别设计出 4种审美教育的 4 个学习阶段基本

要求 ,即幼儿园到四年级 、五至八年级 、九至十二年级(熟练水平)、九至十二年级(高级水平)。它是对美

国长期学校审美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 ,其所阐释的对艺术的本质和价值的认识是耐人寻味的 。

我国在 1951年教育部制定的教育大纲中规定中学一 、二 、三年级每周开设 1 小时艺术课 ,1956年

又改为中学一 、二年级每周开设 2小时艺术课 ,三年级只适当组织艺术课外活动。1963年修订大纲时 ,

仍然规定中学一 、二年级每周开设 2 小时艺术课 ,到 1978 年修订大纲时又改为中学一年级才每周有 2

小时艺术课 ,而 1981年重新修改大纲时又恢复到 1956年的水平 。对高等学校的审美教育则一直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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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确的规定 ,致使大部分高等学校的审美教育一直处于三无状态(无专业师资 ,无教学场地 ,无设备资

金)。这样 ,我国的审美教育一直处于摇摆状态 ,有时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审美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在理论

和实践上都没有得到充分肯定 ,使我国的审美教育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 ,直到近些年来 ,审美教

育才逐渐相对重视起来。1985年中国音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 ,有 60多位著名音乐家签名向中央呼

吁重视音乐教育 ,其后成立了音协音乐教育委员会 ,各地也相继成立了音教分会 ,1986年国家教委成立

了审美教育委员会和审美教育处 ,并在 1988年制定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 1989———2000》 ,

1996年又颁发了《关于加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意见》的通知 ,这样审美教育才恢复它在国家

教育方针中的地位 ,但这毕竟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学校教育中审美教育的随意

性和不稳定性。所以 ,我国主管部门对此应制定出相应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规和制度 ,使审美教育走

向规范化 、制度化。如不这样 ,重视审美教育便会成为一句空话 。

三 、审美教育手段的更新

要加强高等学校的审美教育 ,就必须确立课堂教学在审美教育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因此 ,优化课程

体系 、改革教学方法是保证课堂教学 、发展审美教育的根本 。

我国高等教育的课程结构体系 ,长期以来存在两大弊端:一是片面强调培养“专才” ,使课程结构体

系呈“圆柱体” ,即为培养“专才”设过窄的“专业课” ,围绕专业课设“专业基础课” ,为学专业基础课设“基

础课”作为先修课;二是课程体系结构呈“封闭体” ,不仅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割裂开来 ,而且将本专业

的课程结构体系封闭起来 ,我们培养的人才多为仅具科学或者人文素质的“半边人” 。我国“专才”教育

的课程体系 ,其实也反映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上。

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萌芽始于 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 ,由于历史的原因 ,大多只限于以唱歌为主

的启蒙教育。30年代初 ,当时国立上海音专以黄自教授为主编撰写的六册线谱《复兴初级中学教科

书》 ,虽然有了音乐欣赏 、乐理等内容 ,但仍以歌曲为主线 。历史发展到今天 ,尽管有了全国统编的音乐

教材 ,各省 、市 、自治区也编印了不少地方教材 ,但就其内容而言 ,其基本体系仍未突破以唱歌为主的教

学模式。由于各种客观原因 ,基础音乐教育的这种教学模式对高等学校的音乐教育有着不少的影响。

公共音乐课实际上就是唱歌识谱课 ,尽管不少高校自编了一些内容不等 、程度不齐的音乐教材 ,但在基

本体系上 ,仍未突破基础教育的体系 ,有的教材甚至就是基础教育体系的一种变化重复。这种体系由于

单一的内容 ,刻板的教法 ,音乐教育成了枯燥 、毫无兴趣的教育 ,使音乐教育的目的局限在一个极为狭窄

的圈子里 ,它阻塞了受教育者的音乐视野和艺术创造力 ,违背了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一代新人是培养民族

文化 、社会生活发展的基础的审美教育观。

高校的审美教育如何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 我以为应由传统的教学方法向现代的教学方法转变 ,

优化课程体系。这种优化的课程体系在应具体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体现高校审美教育的目的。重视人的自由发展 ,从客观上体现高校审美教育的目的:普通高校的

审美教育 ,不是以培养艺术家为目的 ,而首先是培养人 ,它应以鲜明的人文价值取向为课程目标。所以 ,

无论是在内容的安排上 ,还是在结构的布局上 ,都应以审美教育为指导。

2.课程体系应成为有序列 、有层次结构的体系 。在课程内容的结构上 ,我们应当通过精心的组织 ,

使它形成一个有序列 、有层次的相对完整而又灵活开放的体系。这是因为:第一 ,每门学科都是一个相

对完整的 、科学的知识体系 ,对于它的认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这是教育的一般规律 ,课程设计的序

列性 、层次性正体现了这种规律。第二 ,它有利于学生了解课程的结构 ,从而主动地 、有目的进行学习。

美国心理学家 、教育家布鲁纳曾提出 ,每门学科都可以一种结构使事物的基本原理一目了然 ,通过学习

这种结构可以使学生辨别这门学科的内在意义。高校普通艺术课主要以选修方式进行 ,将课程构建成

一个有序列 ,有层次的结构体系 ,学生就能对所需要学习的学科内容一目了然 ,并能根据自己的水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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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准确地介入某个层次 、抑或在某一层次退出学习。第三 ,它有利于学校对艺术类选修课教学的管理。

艺术类选修往往容易因人设课 ,教师也往往是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教学内容 ,开课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是

艺术类选修课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这样就造成由于课程目标分散而降低资源利用率和课程的整体功能

减低的不良效果 ,因此 ,从教学管理的角度考虑 ,也应使艺术课程形成有序列 、有层次的结构体系。

3.重视艺术欣赏 。杜威(1859 —1952)是美国的哲学家和教育家 ,他强调“实用” ,注重“做中学” ,其

教育思想成为美国新教育的主流。在音乐教育中重视欣赏 ,对过去以视唱 、读谱训练为中心的音乐教育

加以否定 ,提倡适应 学生个性 ,并培养出具有创造性的学生。作为美育的要求来看 ,欣赏应是审美教育

的主要内容之一 。高校的艺术欣赏应体现出多学科的交融性 。艺术欣赏应包括中外艺术史 、艺术基础

知识 、艺术美学知识等等 。

4.重视创造型人才的培养 。由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 ,由以传授知识为中心转向培养能力为

中心 。要实现和发展全面的教学 ,规定实行开掘创造力教学法 ,这才是好的教学和教学方法 ,美国《曼海

顿维尔教学大纲》中规定了音乐教学中自由探索 、引导探索 、即兴创作 、巩固概念的教学途径。在传统教

育观向现代教育观转变的今天 ,重视创造型人才的培养 ,在我们新编的高校艺术教材里应有所体现 。

5.重视选用本民族的艺术文化进行教育 。对自己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了解和热爱 ,是衡量当今大学

生音乐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世界上很多音乐教育很发达的国家都重视选用本民族的音乐文化进行教

育。如柯达依利用匈牙利民族音乐教材对学生进行音乐教育 ,奥尔夫以德国学生所熟悉的民歌民谣 、舞

曲为素材进行元素性音乐教育 ,铃木精选世界各国及日本民族民间音乐为内容进行音乐教育等等 。这

些事实说明 ,优化课程体系 、改革教学方法势在必行。

四 、审美教育手段的综合优化

近年来 ,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 ,人们对普通审美教育原来课程内容上的专业化 、分裂化 、技术化

弊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在普通审美教育课程的改革中 ,应当淡化技术 、强化艺

术 、淡化课程分类的界线 ,强化课程整体的融合。因此 ,课程的综合性是当前普通审美教育课程改革的

发展趋势 。

课程的综合性 ,指的是将几门相互关联的课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这种做法的优点在于:当技能和

概念通过系统的方式得到强化时 ,就能改进学习 ,这是其一。其二 ,综合性课程可以避免课程内容相互

割裂 、重复的弊病 ,提高教学效率。其三 ,综合性课程可以降低专业技术难度(这原是综合课程的缺点所

在 ,但在这里变成了优点),增大文化含量和知识信息量 。

国外近些年提出了以多学科为基础的审美教育理论 ,这种理论假定审美情结的所有构成因素都具

有重要意义 ,它源自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教授列维提出的“放射理论” ,大意指:从一个物象的动态中心

向外放射 ,就像扔进池塘里的一连串石头激起的水波纹一样 ,这些波纹在池塘的边线混为一体 ,而激起

波纹的原动力点依然清晰可见 。他认为在艺术创造领域 ,主导性的放射意向在于制作独特的对象 ,而这

种艺术源自人类以视觉形式来表现思想感情的需要 ,它的方法是找出与艺术创造相关的本源和动力 ,将

它们作为这门课程学习的相关基础 ,让学生在更深 、更广的文化背景中学习艺术创作 。以多学科为基础

的审美教育理论终极目标就是培养和发展学生理解严肃艺术作品的能力 ,而这也正是大学普通审美教

育所追求的目标 。

据此 ,我们可以将课程设计为以一门课为中心 ,纳入其它相关内容的综合课 。例如 ,对艺术基础知

识和基本素养训练类课程 ,我们可精选其基础知识形成框架 ,将艺术感受能力的培养和艺术实践以及简

要的艺术文化知识有机地融合起来 ,形成综合性基础课 ,使学生通过这门课的学习获得基本的艺术素养

提高 。比如音乐基础知识与基本素养训练的综合 ,我们可将传统意义上的乐理 、视唱 、练耳 、歌唱 、欣赏

与欣赏方法 、音乐文化知识等分门别类开设的多门课内容 ,根据它们内部的规律 ,从音乐审美切入 ,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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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构成审美对象的某一要素为中心知识点 ,将原来通过多门课程获得的知识与能力有机地整合到互为

关联的基础知识学习 、基本技能训练和音乐感知能力培养中进行整体的学习。这样的学习 ,能让学生感

受较完整的音乐艺术结构 ,使学生具备基本的音乐素养 ,同时又能节约学习时间 。又如 ,在审美操作类

课程内容的综合改造上 ,我们可将某一门类的技能训练与对它的文化知识学习 、作品欣赏结合起来 ,使

学生能在艺术审美中学习技术 ,在技术训练中获得艺术兴趣培养和审美能力提高 ,从而避免纯技术训

练。比如将歌曲演唱技能与歌曲欣赏结合起来 ,将钢琴演奏与钢琴作品欣赏结合起来 ,将国画技法与国

画欣赏结合起来…… ,成为综合的艺术实践课 ,而不再是单纯的技能课。再如 ,对艺术文化类课程 ,也可

开设以一门课为中心 ,融合与之相关的其它课程内容的综合课 ,比如以艺术史为中心 ,结合音乐 、美术在

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的优秀作品赏析 ,综合一定的中外思想文化史 、人类发展史等内容形成艺术综合课;

以艺术评论为中心 ,结合文学 、音乐 、美术 、影视 、建筑 、摄影等艺术作品的赏析 ,综合一定的哲学 、美学 、

社会学 、伦理学等内容形成艺术评论综合课……等等 ,这种以多学科为基础的艺术文化课程 ,能使学生

在广泛的联系和多角度的思维中学习 ,不仅对艺术理解得更深刻 ,而且在更高的层次上对人生 、对社会

理解得也更深刻 ,同时还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开阔他们思维 。在一个完整的审美教育体系中 ,还应当

包括第二课堂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 ,限于篇幅 ,这里不再赘述 。

综上所述 ,加强普通高校审美教育 ,我们不仅亟待对审美教育重新认识 ,尽快促进美育的立法 ,还要

紧紧抓住它人文教育的课程目标 ,立足在更深 、更广的艺术文化教育层次上 ,优化课程体系 、改革教育方

法 、整合课程内容 ,真正使普通审美教育在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中发挥它的整体功效 ,为培养全面协调 、有

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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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 t is the ultima te purpose of aesthet ic educat ion in China' s higher education insti tutions

that new-style talents provided w ith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and creativi ty can be molded.Therefo re ,

the reconstitution o f aesthetic educa tion mode in the universit ies and colleges should regards the

aesthetic educa tional concepts as a theoret ical guide instead o f being confined to art education itself.

At the same time , lawmaking of education indust ry , opt imization of art course sy stems , innovation in

methods of aesthet ic edu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urricula-integ ration deg ree are necessary fo r

China' s new aesthe tic education , so that to realize the renew al of i t' s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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