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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审美现代性视角的教学艺术研究
高又谦

（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800）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深入，教育工作应得到进一步优化，教

师要积极引入新的育人理念、教学方式，以此更好地引发学生兴趣，

强化他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水平，提升教学效果。审美现

代性视角作为当前时兴的一种育人角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

教育艺术内容，拓宽教学路径，对学生更全面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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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美现代性与教育艺术的概述分析

（一）审美的定义与价值

1. 审美的定义

审美可以看成是一种人类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它通常是一

种世界和人类之间形成的一种五公里的感情与形象的关系状态。

审美是在主客观一体、理性和感性融合的基础上，对真理的追求，

背离真理发展规律的审美是难以长远发展的，也很难得到社会的

普遍赞美。

2. 审美的价值

我们之所以需要审美，其意义在于，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

需要我们取舍，这样我们方可找到适合自己的那部分，这便是美

的事物。从客观上说，人类具有智慧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在生活中，

必然对于美的事物有追求的倾向。和人类不同，动物生存在这个

世界上多是依靠本能，而人们则可通过自己的主观判断，对世界

上的美好事物展开追求，这样能够逐渐构建出一个较为丰富、多

样的精神家园，从而实现愉悦自我的目标。

在审美过程中，人类除了能获得美的享受，也能在一定程度

上进一步完善自己。通过不同人对世界进行评价、判断，我们可

以逐渐完善自身对不同事物的看法，从而摒弃掉人类丑陋的一面，

将人身上的真、善、美发扬出来。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通

过欣赏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比如友情、爱情、亲情等内容，能够

让我们在社会中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从而获得心灵上的慰藉，这

样便可有效填补因为物质丰富而带来的心灵空虚。

在遇到苦难时，我们若是能用审美的态度对事物进行观照，

便可从中感受到人生的价值，从而化悲愤为力量，从这个角度分析，

苦难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的加持下，困难也能让

人获得更为完善发展，从而变得更加成熟。

（二）审美的体验活动

简单来说，体验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一个过程，主要体现在人

的自觉、主动的能动意识。我们在体验的过程中，能够将主体和

客体相互融合，从而实现现实主体化和人类精神的客体化。在众

多的人类体验中，审美能够非常好的体现出人的自觉意识，表现

出人对于理想境界的追求，这也是人类生活的最高体验。人在体

验的过程中，能够让给生命变得更有价值，还能有效充实自己的

生活，有利于人对于自身价值的肯定，还可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

和了解世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审美不仅是一种生命活动，

更是人类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意识活动。

审美体验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形象的直觉。所谓的直觉

一般是指，人们在生活中的一些直接感受，它并不是抽象的、间

接的概念思维。形象则是指人在看到某种事物后，在大脑中呈现

出的一种祥泰，它和审美有非常大的联系，不同的主体性格、情

趣会对形象的产生有很大影响。比如，植物学家看到一朵花，他

会思考这朵花是什么品种；动物学家则会思考这朵花中有哪些寄

生虫；哲学家则看到的是它所带来的社会功能。从这里我们可以

看到，不同职业主体在看到同一事物时，所产生的感觉是不一样

的。因此，审美体验并不是对外界观点的盲从，而是结合自身文化、

知识而产生的一种高水平“直觉”。

审美者应该和审美的对象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这样才能产

生美感体验。心理距离一般是指审美者抛开功利心、实用心等概

念，用一种超脱的、纯精神的状态对于事物的观察和理解，避免

思考和美学无关的内容，比如，观察到的事物具备哪些经济价值、

科研价值等，不能抱有功利性和实用性打算。

另外，不同的角度和位置也会对审美产生影响。比如，一艘

船行驶在暴风雨中，船上的水手只会注意到摇摆的船身、疯狂的

雨水，他们时刻在担心自己的安全，整个人都沉浸在一种恐惧的

情感中，这样的情况下，船上的人很难产生美的感受。但是，在

岸上的人看到这艘船便是另一种感觉，他们可以想象到船上水手

和风浪搏斗的场景，从而感受到一种力量，这是一种奋力拼搏、

勇于斗争的直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在不同的状态下，对

于美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审美时要和客体保持足够的心

理距离，避免将其和实际生活、个人利益关联起来，这样才能泰

然处之地欣赏。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审美可以理解成一种移情。审美体验一

般是人的内心活动，人们在观察到外界事物后，会从内心深处产

生一种情感，这样的情感会投射到外在的事物上，这便是所谓的

移情。在审美时，人们通常会将自己的情感移情到观察的事物中，

从而产生主观感情与客体的互动，这便是欣赏的本质。

二、审美视角的内涵与外延

审美视角通常是指在审美活动中，人类所体验到、接触到、

感受到的范围、深度、幅面、边界等，这些因素会对审美的内心

感受产生一定影响，不同立场、审美观、态度下的审美活动也存

在差异，不同审美视角下所感受到的情感也有不同。

另外，我们还可对审美视角展开外延，从不同角度、观点上

对审美视角展开延伸。比如，一些报道会被称为“新闻视角”，

这便是对审美视角的一种外延，即在新闻角度对事物展开观察、

理解，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审美体验。

三、审美视角的时代特征

随着人们对于审美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学者、社会学家、

历史学家等认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审美也是有变化的。当前，

多数人的审美都具有非常鲜明的现代性特征，现代性也是当前思

想界非常热门的一个研究问题，它涉及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在审美现代性特征的影响下，人们对于现代性问题展开研

究的角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代性审美结构和现代化进程中工

具理想的对抗成为了当前现代性自身矛盾的主要表现，这也造就

了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两种艺术形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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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审美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性特征，这样可以让人们在分析

审美问题时，从不同的角度入手。也就是说，现代性可以看成是

一种历史现象，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一些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靠近

它。在时间层面分析，现代性通常的划定时间为 14-18 世纪，这

一阶段开始了社会转型，我们对于现代性和现代现象、现代事件

的研究应在这个区间内开展。从这一视角下展开现代性研究，能

够更好地认识到现代性发展的历史，从而感受到现代性研究的具

体性，克服现代性研究中的抽象化、非历史化倾向，避免出现研

究泛化的情况。

四、审美现代性的产生与特征

（一）审美现代性的产生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我国社会转型中文化领域产生了一定

的审美现代性问题，这也是提出审美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学背景。

实际上，人们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对审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知

识界也积累了非常多的研究理论。

所谓的现代性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它包含了非常多领域

的知识内容，比如哲学、社会学、美学等。但是，直到 18 世纪的

启蒙运动之后，现代性才开始作为一个学术用语出现。启蒙时代

的思想家认为，现代性可以看成是理性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19

世纪以后，很多西方的社会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开

始广泛使用现代性这一词汇，比如，马克思、波德莱尔、韦伯等，

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及相关著作中使用了现代性这一词汇。从这

里我们可以看出，相比于启蒙运动时期，当前的现代性在范围上

有了很大拓展。

从起源上分析，审美现代性是从现代性这一概念中脱胎而来，

他在理性和主体性发展的催化作用下产生，具有两者的双重特性，

具有很强的批判色彩和批判意义。在对审美现代性展开研究时我

们可以发现，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便是帮助人们重新关注感性。

（二）审美现代性的特征

对审美现代性展开分析可以发现，它是现代性精神危机的重

要表达形式，现代性的矛盾除了体现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关系

失衡这一方面，还体现在主体性原则这一核心概念上。主体性原

则合一概念包括理性主体和感性主体，这两者之间也有非常深的

矛盾，这也是现代性张力结构的关键。马泰·卡林内斯库对审美

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展开了深入研究，他认为两者是一个对立的

二元形态。而今，我们认为这两种结构存在一种更为广泛的冲突，

审美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已经产生了难以弥补的裂痕。

在马泰·卡林内斯库看来，审美现代性暴露了社会现代性的

危机，这也是两者之所以出现疏离的重要原因。显然，卡林内斯

库在定义审美现代性时，仍处在主体性原则的这一框架内，和其

他人不同的是，他更关注感性的主体而不是理性的主体。在这一

观念的影响下，现代性的主体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这也让

现代的理性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分化。从这个层面展开分析，审美

现代性并不是说让我们否定现代性的一切，而应该对现代性的部

分特征展开重新定义。首先，我们应将现代性的重心放在理性和

主体性等层面，这样的重写会对科学、艺术、文学以及人们的社

会生活方式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波德莱尔曾针对文学领域的现代

性展开分析，他认为现代性就是一个偶然的过渡，我们甚至可以

将其理解成艺术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波德莱尔提出审美现代

性的角度是从创造、表达，其审美现代性内涵中也包含了非常深

刻的美学精神。

审美现代性更关注艺术的自律，坚持艺术应符合道德、法律、

科学的范围，不同的艺术形式在认知、实践上存在差异。审美现

代性试图利用宗教的方式为艺术赋予新的功能和地位，让艺术成

为一种新的宗教，建立新的审美标准和立法根基，从而概念过度

理性造成的膨胀，实现人生救赎的目的。

五、教学艺术的内涵

从古至今，很多人都对教学是否算是一种艺术展开了深入分

析，很多教育家、艺术家都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他们大多都对

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便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提出了教育艺术的概念。数百年前，夸美纽斯曾在他的《大

教学论》中提到，把一切事物教给全人类是一种艺术，

另外，夸美纽斯还从一般艺术的角度对教育艺术展开了类比

性的阐述。他认为，艺术就是人对于自然的模仿，教学艺术也是

一样，它和美术、音乐等艺术形式一样，都能很好地适应自然法则，

在自然中借鉴一些秩序。另外，夸美纽斯强调，教师群体应该深

入研究教育艺术，这样除了能大幅提升自身的育人效果，还能让

他们在教育过程中获得美的感受，从而使其感受到教育艺术给人

带来的愉悦感。

而后，乌申斯基等教育家也开始将艺术这一桂冠授予了教学。

乌申斯基认为，教育艺术相比与科学中的艺术具有更强的现实意

义。他认为，任何一种能满足人的道德要求，给予人更多的精神

力量的实践活动都可以看成是艺术，教育工作除了能发展人的道

德水平，还可让人们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获得更高水平的精神力

量，从这个角度分析，教育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此外，教育工作

并非是在石头上雕刻，在画布上涂色，其主体是人本身，通过教育，

能够让人的精神、肉体变得更为完善，这也是艺术所遵循的首要

目标。虽然乌申斯基的这一观点描述的是教育工作，但其中必然

包含着教育艺术。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的很多教育者也对教育艺术展开了深

入研究，其中罗伯特·特拉弗斯、吉·希特、克莱德·E·柯伦等

人都对教育艺术的内涵、价值等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见解。其中，

吉·希特在他所写的《教学的艺术》这本书中明确表示，他非常

相信教学工作就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甚至可以这样说，教学

工作更像是在作画或者作曲。克莱德·E·柯伦也曾提出，艺术性

的东西就是人类通过特殊的方式，将某种技能、情感结合起来，

从而创造出一种成品的美，教学则正是这样的一种行为。罗伯特·特

拉弗斯则提出，教学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艺术表演形式。

因此，在开展教学工作时，教师必须要凸显出自己的个性，将个

人特色融入到教学活动中，这样才能为教学艺术赋予灵魂。

六、总结

综上所述，若想提升基于审美现代性视角的教学艺术研究水

平，我们可以从审美现代性与教育艺术的内涵和定义、审美视角

的内涵与外延、审美视角的时代特征、审美现代性的产生与特征

等层面入手分析，以此在无形中促使基于审美现代性视角的教学

艺术研究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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