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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审美的道德教育功能探究 
孟庆梅 

（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省长春市  130000） 

摘要：在道德教育中融入艺术审美的相关元素，能够让人们明确了解到由美向善的重要性，采取美善结合的方式激发人们的向

善之心，以此提升道德素质，彰显道德教育的有效性与可靠性。基于此，本文就将详细对艺术审美的道德教育功能展开分析和探究，

详细说明艺术审美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并充分利用艺术审美元素展开教育活动，以强化道德教育的整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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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道德教育已经成为教育领域关注的重点内容，这也是进

行良好品德培养的关键。但在开展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传统模式多

是以灌输式方式为主，将有关道德的理论知识硬性的传递给人们，

而人们自身对于知识内容的理解并不全面和深刻，也无法明确道德

教育的核心内涵，导致人的道德素质偏低。为此，有必要针对现存

问题，给出科学有效的优化方案，加强道德教育的有效性。从美的

角度开展道德教育，引发人们善心就成为如今专业领域关注的重要

手段，其能够很好地融合善美的基本内容，通过艺术审美元素的添

加，保证道德教育的实效性，优化人们的综合能力与素养。 

1 美是善的象征 
对于美与善之间关系的分析，至今国内外学者还没有达成共识，

本文在对其展开论述中，借鉴了康德《判断力批判》中关于美者是

道德上善者的象征这一文章内容开展分析活动。在该命题中，对于

美与善关系的了解，分别从美、道德、善、象征这几个关键词进行

探讨，明确两者间存在的本质联系。康德认为，美是在纯然批判中

让人能够喜欢的事物或东西。美是没有任何危险且不存在功利性特

征的东西，但在其与艺术相融合的过程中，则会变得有条件限制，

并与善很好的结合起来，而这时美所赋予的含义为道德。 

康德的阐述中，道德应该是一个人能够按照理性和普遍性、有

效性准则展开行动的一种行为，其将人作为目的，从他人角度展开

分析和思考，并采用自己的准则加以评判。可以说道德是理性者思

考问题的一种责任体现。康德对于道德准则的设定是建立在善之上

的；而对善的理解，康德认为其具有派生性的特征，是遵循理性选

择或者先天法则展现出来的一种意志，按照这一意志行动均属于善

的行为。善的产生与道德法则之间存在着紧密性。善应该是进行价

值评价的核心要素，美者通过善的概念的结合，能够更深刻地表达

道德，实现自身的理想。 

象征作为理性概念的一种，指的是两者或以上事物间存在的相

似性，且是能够让人们直观看到的相似性。而美与善之间的相似性，

可从浅层和深层两个角度实行综合分析。从浅层来看，人们对于美

和善的喜欢与兴趣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单纯欣赏和喜爱；从深层角

度来看，在美的主观评价中存在普遍的有效性，且适用于任何人，

这时的美就是道德层次上的客观体验，是道德中善者的象征。当人

们审美能够建立在感性之上，并通过思考满足一定的规范时，美会

产生象征善的特性。美与善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两者密不可分，

共同发挥作用。 

在《判断力批判》这一作品中，康德将美德艺术与道德理念有

效融合起来，利用美完成道德上善的凸显，以达到愉悦身心，提高

素质的作用。如果美的艺术只被当作消遣，那么它离精神麻醉的距

离就不远了。美必须以善为依托，利用其自身直观的特点，以唤起

人们对善的感知，将善的内容表达出来，从而达到从美的角度出发

去实践善的目的。现实生活中，美的表现形式有很多，如艺术美、

自然美、社会美等，本文将重点对艺术美实行分析探讨，借助艺术

的表现形式及价值关系，了解其在美的展现上发挥的作用，并将其

涵盖的道德内涵清晰表述出来。 

2 审美与道德在艺术价值构成中的关系 
2.1 艺术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关系 

艺术存在的目的不是为单纯作为道德教条宣传的工具。但是在

18 世纪末期浪漫主义文学艺术复兴后，人们对于艺术实质在道德教

化中的功能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质疑。有学者认为，诗歌的出现并

不能够直接的阐述道德中善，其需要借助阅读者的想象和感悟来了

解其中呈现的善的理念，加深对道德中善的理解。该学者在自己的

著作中指明：其认为道德善 有效的凸显手段就是想象。诗歌虽然

是学者想象下创造的产物，但如果将学者自己创造出来的空间条件

观念利用到道德善上，又存在着较为牵强的效果，这会使人们对于

道德善的理解存在偏差，导致理解不完全，应用的不合理，进而削

弱道德善的本质内涵，在发展上产生阻碍作用。该学者反对将诗当

作直接的道德工具来使用，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如后来的反道德论者

那样，完全摒弃传统的文艺道德观的影响，仍然比较隐蔽地留下了

一条艺术道德功能论的尾巴——艺术间接地促进善的产生。 

在唯美主义产生和发展后，人们认为美与善应该只存在于艺术

品中，真实社会中是不会展现出来的。在该阶段，人们因为经历了

工业革命带来的破坏洗礼，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认为在现今社会

发展中，到处都充满了伪善、狡诈、贪婪和罪恶，人们如果想要找

到美与善，就需要进入到艺术世界中来，脱离真实世界方能获得。

这时的美与道德没有任何联系，只是艺术形式表现的一种方式，与

人的主观精神世界有着紧密联系。该阶段人们将艺术至上、为艺术

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理论奉为核心内涵，透过艺术进行美和善的感受

才是生活追求的 高层次。该阶段的艺术家们将艺术看作是表现自

己的产物，不能够代表任何内容或其他东西，其是独立的生命个体，

并严格按照自己的艺术发展道路向前行进。既然艺术只表现自已而

同别的东西无关．那么也就同道德内容无关。唯美主义者的这种艺

术价值与道德价值无关论的立场是和传统立场完全对立的，在很大

程度上揭示出艺术存在的另一个目的。 

在进入 20 世纪后，现代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使得美学

理论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和转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艺术与道德间

的关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该阶段人们认为美学不再是理性的，而

是逐渐向非理性角度转变，还有学者提出了艺术即直觉这一观点。

认为艺术是独立存在的个体，是有别于一切道德及实践价值的独立

性的内涵凸显，这将唯美主义中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予以有效贯彻

和落实，直接否决了道德与艺术间存在紧密联系，认为只要保障艺

术的独立性，才能更好地凸显艺术价值效果。同时，在该观点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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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认为艺术不属于功利追求的要点，所以不存在道德说教的功

能。不但不承认艺术具有道德价值，反而悲观地认为，艺术根本无

力把读者引向道德的善，使人避恶趋善。持这种艺术道德功能怀疑

论的人并不在少数，很多学者就十分怀疑艺术能改善人的道德品质，

认为：“艺术作品在审美方面出类拔萃，并不能保证它会产生好的道

德效果。”以德国为例，其具备较为丰富的艺术、音乐和文学文化内

容，但这些艺术门类并没有让德国在 30～40 年代避免集体道德零落

的局面，没有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起到任何的教育作用。这足以说明，

具有良好道德内容的艺术作品并不一定具有道德教育功能，不一定

能够有效凸显善的概念。 

2.2 艺术价值 

单纯的从美学史角度展开分析和探究，美与善之间是密不可分

的。在字源学中，美与善是同源字，善与德是同义字。所以很多学

者认为：“我国古代一切文艺形式，具有明显的、程度不同的实用功

能的特质；我国先秦时期关于艺术的品评，往往既是人生功利的，

又是观照欣赏的，既有道德层面，又有审美层面。而后来的文道之

辩，进一步将文化教育作用凸显出来，甚至在现今，仍然将文艺中

涵盖的道德价值和社会素养作为重点内容加以学习和探讨。由此可

知，艺术价值不单单体现在道德层面上，还展现在道德和审美价值

的构成中。两种价值的有机融合，为道德教育提供新的助力和支持。 

审美活动的开展是人们对自我本质力量予以正确认知的关键，

也是人类进行精神层次构建的重要手段，能够让人们更多的感悟生

活，树立崇高使命。不过虽然审美价值在满足审美欲望上起到理想

效果，但在提高生活境界上还是存在着较大差异，无法做到真实有

效，进而为不道德内容的融入提供了条件。清人叶燮《原诗夕和

篇》中有一个十分恰当的比喻：“又如波澜之义，风与水相遭成文而

见者也。大之则江湖，小之则池沼，微风鼓动而为波为澜，此天地

间自然之文也。然必水之质。空虚明净，坎止流行，而后波澜生焉，

方美观耳。若汗莱之涿者，溷厕之沟渎，遇风而动，其波澜亦犹是

也；但扬其秽，曾是云美乎？然则，波澜非能自美也，有江湖池沼

之水以为之地，而后波澜为美也。” 

从上述古文的分析中可明显看出，艺术价值体系的构建需要以

美的形式为基础，对善的内容加以保障和完善，这样构建的艺术体

系，才能让人们更多的感受其中的道德素养，真正的了解道德教育

的重要性。审美欲望的满足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的渴求，

但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渴求不再单纯的是肉体上的满足，更多的

是精神层次的提高，所以艺术价值的分析和了解就成为当前重点内

容。而艺术价值体系的构建中，道德价值在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

位，缺少道德价值的艺术体系，是不完整的。 

在艺术发展史上有很多例子表明，艺术审美价值的凸显是建立

在道德价值上的，道德价值的缺失， 终的审美价值也将逐渐消失。

由此可知，艺术审美与道德价值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关系，这就

与以往批判道德价值的相关理念产生矛盾和分歧。不过虽然目前有

很多理念认为艺术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不存在联系，但却没有否认

过艺术家需要具备道德责任，在任何形式下，艺术家都应该从道德

的角度加以思考，展开作品创作，如果其在创作的过程中，像不道

德的投机者，逢迎读者的不健康趣味，或是像小贩在公共场所出卖

淫画淫像，都不能援引这 高原则来洗涮罪状，维护自由。在艺术

价值论中，道德价值的存在是客观的，不容轻视或者无视。 

艺术是人类精神家园构建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进行

命运、生存价值思考的关键要素，是人们抵制肉欲横流生活及精神的

重要手段。美与善在艺术作品中能够通过相互促进，将其中的道德艺

术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进而凸显美的价值，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善的概

念。而没有道德的艺术作品是没有灵魂的，整个表述都会显得苍白无

力，作品也会因为缺少灵魂而被逐渐遗忘。没有审美价值作基础的艺

术则会变得更加乏味，功利性强，逐渐沦为道德宣传工具。 

3 道德教育应注重艺术审美能力的培养 
艺术通过美的展现完成道德的宣传，人们则是通过对美的认知

来提高精神层次和境界。所以在道德教育中，应该加大对人审美能

力的重视和培养，利用绘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引导人们发现

其中美的元素，了解背后展现的道德内涵，进而实现由美向善的教

育目标，激发人们的良知和善心。 

首先，加大美的认知及追求重视力度。美的追求不是人从出生

以来就有的，而是通过后天环境及文化的熏陶逐渐建立起来的。人

们在孩童时代能够借助多读书来接受美的教育，在心中对美有一定

的认知，长大之后才会更加尊重社会上的事物和人。道德教育中应

该加大对美的认知和追求力度，培养美的感知能力，丰富人们的内

心，懂得尊重、关爱他人。 

其次，以艺术审美对道德教育内容加以丰富。目前道德教育过

程中，因为将重点放在理性主义评价上，片面的追求规范和形制，

人们很难理解其中存在内涵及艺术价值，导致人们在日常活动中，

无法将道德展现出来。这种行为使得道德教育更加枯燥和贫乏，完

全不能凸显美与善的内涵，无法实现引人为善的目的。那么，如何

才能唤起人们内在的善良心灵呢？这就需要在道德教育中增加一些

艺术的元素，利用欣赏优秀的艺术作品，唤起人们的道德情感，提

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艺术给人带来的道德感知与影响力，

是道德规范训诫所无法企及的，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后，艺术赏析能力的培养。艺术审美虽然能够有效提升人的

精神层次，优化道德修养，但因为人自身层次的不同，艺术赏析能

力也存在较大差异，对于艺术作品内涵及情感的感知自然会存在较

大差距，进而对于道德的了解和运用出现偏差。所以在道德教育中，

应该注重艺术赏析能力的培养，增加不同知识内容，来丰富个人阅

历，锻炼感悟能力，提高艺术鉴赏水平。艺术伤心是对艺术作品的

真实客观评价，是按照既定规律和原则开展的艺术形象及内涵分析

活动，是人们审美享受的重要过程。同时，欣赏者在对艺术作品实

行剖析的过程中，对于其表现的道德内容能够有深层次的了解和掌

握，进而激发相同的道德情感，并将其落实到实践中来，提高道德

素质。 

在利用艺术审美开展道德教育过程中，应培养人们的审美能力，

提升其艺术鉴赏水平，感受其中的道德品质，并将其落实到实践中，

满足道德教育要求，推动自身良好发展。 

4 结语 
希望上文论述能让相关人员对美与道德的关系有更加深刻的了

解，进而在道德教育中，充分发挥艺术审美的作用与优势，逐层开

展道德分析工作，从不同角度感受其中的美和善，从而完善人的道

德素养，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切实的增强艺术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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