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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德国诗人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提出自己

的审美理想，他重视人的个性解放与全面发展，1 提倡审

美教育的重要性，认为通过审美教育可以实现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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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人的解放，将审美教育视作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途

径。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融合西方美学

观点对中国传统美学进行发展，前者主张利用文学启蒙

民众，充分发挥审美活动的教育价值；后者认为不能单

讲求文学直接效用，还需重视审美活动对人们精神世界

的满足作用。两者观点虽就审美活动指向问题存在一定

分歧，但却从内外两个角度分别对其内涵与价值进行了

阐释。此后，蔡元培基于清末梁、王二人开创的中国美

学局面，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而且提出了包含美感教

育在内“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强调美育教育在我国

教育体制和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开启了中国现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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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国已进入新时代。从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我国第一个美育工作指导文

件《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到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新时代”一词在美育工作指导文件中的引入，表明党和国家对美育工作

的重视程度日渐提高，突显出美育工作在新时代背景下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加强研究生美

育工作，推进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直接关系到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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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Era. From September, 2015, when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the opinions on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first guidance document o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hina, to October, 2020, when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jointly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the opinions on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word “New Era”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guidance document on aesthetic education, It shows that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highlight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postgraduates and 
promote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beautification of post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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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作为中国现代美学起源三

大家，分别提出功利美学、超越美学和育人美学三种美

学向度，表明美学对于促进社会进步的功利功能、实现

人的心灵净化的超越功能以及以美育人的教化功能。

一、高校研究生美育教育价值与功能

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提到：“要使感性的人成为

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

径。”强调将美学的重要形式融入教育，充分发挥美育

的育人功能。2018 年 9 月，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对美育提出明确要求：“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

育，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审美素养主要由“审

美知识、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三要素组成，”“既表现

为情感态度、生活品位和精神气质，又表现为价值选择

和理想追求；既包含了体验、欣赏和判断能力，又包含

了创造能力，”是人的素质结构的组成部分。美育的核

心是价值教育。学校美育的价值在于通过向学生呈现

美，从而了解美的本质，培养学生发现美、体验美、欣

赏美、追求美，进而产生创造美的能力。美育不等同于

美术教育、艺术教育，而是审美教育、心灵教育、创新

教育的综合，“美术、艺术、科学、技术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相得益彰”，关涉道德教育、智力教育、体育

教育、劳动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文化自

信，以美为媒，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美育不仅关注于

培养学生成长为具有美的理想、美的品格和美的素养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美育过程中还蕴涵着对中华

优秀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承和发展，关乎新时代青

年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是民族发展

的重要基石。人才强则国强。在当今时代下，随着社会

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教育全球化的进一步推动，高质量

有成效的培养高端人才已然成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现实

需要。研究生教育是造就高端人才的最高教育形式，引

领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美育教育影响着研究生培养

质量和综合素质，对于我国新时代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

展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一）价值导向功能：精神力量与使命意识的培养

美育的价值导向功能，能够把国家和社会目标转化

为个人目标，帮助个人认清形势，明确自身所担负的时

代使命。没有精神需求的人就是平庸的人，没有精神境

界的人难以承受风浪。马克思主义认为精神对物质具有

反作用，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体现，因此只有精

神站得稳，才能更好的对物质的繁荣发展给予强大推动

力。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的讲话强调：“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

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增强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研究生教育作为与最社会接轨学历教育的最高阶段，与

一般的及基础教育和本科教育相比，其在精神层面教育

发挥的更充分，被视作形成人的精神性和价值性的高端

化教育。因此，有学者认为“精神层次的高端性是体现

研究生教育质量水平的重要指标。”面对当下世界正经历

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着国内外环境深刻复

杂的变化之时，美育应为科学正确设立研究生培养目标

提供指引，帮助研究生认清形势，明确自身所担负的时

代使命与责任担当，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远大的奋斗

目标和坚定的文化自信，符合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对于服

务“国之大计”这一政治站位高度。

（二）道德教育价值：心灵净化与自由意志的培养

目前看来，我国研究生思想呈现出总体活跃、积极

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因与国际社会交流增多，获取信息

渠道广泛结合研究生独立意识强、个人色彩浓厚、思想

较为社会化等因素，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隐患。此外，研

究生面临的压力相比本科生更为多元，包含学业、就

业、婚恋等诸多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凝练的 24

个字，引领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

真实价值取向和共同理想，体现出人的真善美和社会的

和谐美。就应当注意的是，研究生美育体系建设及教育

内容应与本科生有所区别，应结合研究生特点进行设置，

扩展研究生美育范围，整合和优化美育内容，特别加强

和改进对学术诚信内容、理想信念、心理健康、职业价

值观等的培养。

（三）创造力价值：感性启蒙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

美学明确指出，通过美育充分挖掘人的潜能，将人培养

成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这里的自由是指“人以一种全面

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

的本质。”。康德提出，“天才是一种产生出不能为之提供

任何确定规则的那种东西的才能，而不是对于那可以按

照某种规则来学习的东西的熟巧的素质；于是，独创性

就必须是它的第一特性。”由此表达天才的首要特征在于

创造。 席勒认为，美育是沟通理性和感性的中介和桥梁，

美育的基本含义是感性教育，以此为基础开展人格教育，

以发展敏锐感知、丰富情感及想象力等感性能力实施创

造教育。高校既是培养学生使命意识、文化认同的重要

场所，也是繁荣文化、发展文化和创新文化的主要阵地，

增强学生使命意识，培养学生树立文化自信。“乐教”、

“诗教”、“礼教”即是中国传统美育资源。研究生培养

的重要指标之一是科学研究能力的高低，同时也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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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的基础。研究生美育应当站在中华民族复兴和

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创新的高度，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借鉴传统文化精髓，汲取中华文明优秀成果，创

造新的文化艺术元素，符合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对于培养

人的创新精神这一超越能力高度。

二、高校研究生美育教育现状与实践路径

（一）主动适应时代需求，明确研究生美育教育目标

在一所学校中，一般本科生体量远大于研究生体量，

加之不同专业本科阶段学生呈现出美育基础不一，美育

资源不平衡的状态，高校往往不自觉将美育资源向本科

生倾斜，导致研究生美育相比于本科生美育工作基础相

比略显薄弱，工作资源相对有限，工作难度相对大。通

过对知网相关文献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

对研究生美育中的艺术教育进行探讨，涉及研究生美育

体系建设的研究数量不多。由此可见，对研究生美育教

育目标缺少深入研究，研究成果相对匮乏。在新时代背

景下，美育作为高校育人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研究生

美育工作，不能简单的将本科或其他学段美育教育模式

全搬照抄。研究生美育教育应在一定教育理念下进行，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通

过美育提高研究生审美鉴赏力及对美的创造力，更好的

潜移默化的达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教育研究生

恪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塑造研究生心

灵美、道德美、品格美，培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

需要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修养，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

（二）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切实提升创新和实践

能力

研究生教育是追求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的高端专业

性教育，其与其他阶段基础教育和本科教育相比，最大

的区别就在于其内在强烈的创新性及其对专业知识的贡

献力。由于研究生长期以来形成的自主学习和主动探究

特质，部分研究生存在认识不到位，重业务轻思想，轻

视美育教育情况。因此应对于研究生培养应重视突出人

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分类推进培养模式改革，着力培养

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真善美高素质人才。将学术规范和职业伦理教育课

程纳入培养方案，构建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建设的长效

机制；广泛开展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提升研究生

的社会美意识及社会责任感；开展文明宿舍、教室评比，

对研究生进行环境美的教育；大力支持研究生开展多种

形式的艺术欣赏，引导研究生正确面对理论研究与美育

素质提升之间的张力问题，特别是对于除人文学科外的

其他学科研究生来说，如何处理好美与工程技术等专业

的关系，发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研究生学术。

（三）优化研究生美育工作队伍，提升研究生美育教

学效果

研究生美育教学过程中，高校普遍在经费、场地、

设备、人员等方面给予研究生美育工作力度缺乏。在研

究生美育师资队伍中，艺术美育课程教师相对较少，美

学理论教师数量更少，教师队伍人员不足直接影响了研

究生美育工作实效。因此，为建立健全高校“大美育”

工作机制，一方面学校应构建由党委宣传部、研究生院、

校团委等相关职能处室部门和院系参与的协同工作体系，

切实提高美育工作的管理效率和资源配置水平，着力营

造全校关心支持美育工作发展的良好局面，补充“德艺

双馨”和“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进入高校美育教师队

伍，配齐、配好、配强美育工作队伍。另一方面，实行

研究生导师美育负责制。教书和育人是研究生导师两大

基本职责，导师负责制是要求研究生导师对学生学业、

品德以及生活等多方面进行指导，并进行全面负责的教

学管理制度，体现出研究生及导师之间的社会美。与此

同时，研究生导师负责制对导师本人的美学素养、师德

师风、个人品德产生了更高的要求，研究生导师也应不

断提升自身美学理论知识及美育实践经验，从而更好的

实现美育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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