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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育教育思想发展概观 
万莉莉  赵永红通讯作者 

（江西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 江西南昌 330004）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力度增加，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美育有着重要作用。在中华文化中，中华美育属于重要

组成，在世界文化发展中夯实基础，深度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和中华美育精神，加速新时代下高校美育发展，弘扬美育精神发展，提

升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实现培养高校人才的目标。本文主要阐述中华美育教育思想发展内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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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育精神指的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在美学上的净化，它也

是我国民族审美和艺术传统在育人上的体现。通过对个人情感熏陶

和审美体验，使完美人格形成，通过审美修养和情趣加强个体认识，

使自然和人能够和谐共处。我国美育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要从人

格修养层面提升审美。 

一、阐述中华美育精神的内涵 

（一）以美兴人 

在人生境界中，自然境界属于最低级别，它是指个体按照自然

本能或风俗习惯做事的情况。我国思想家发现，美育能够让人从平

庸的自然状态中做出优化和改变。孔子也在两千年前便提出诗可以

兴观，诗歌能够净化人的精神和人们的灵魂，对人精神上是一种升

华、激励和感化。艺术欣赏作为美感活动个体，通过艺术媒介审美

的感染能够让其改变，摆脱平庸的精神状态，并且产生积极的向上

力量。我国的古典文学形态，从诗词歌赋到书法绘画均有着感染力，

从而来打动欣赏者，使其能够产生情感共鸣，发挥出感化精神的作

用，让人们能够摆脱最低级别的境界。 

（二）以美化人 

功利境界和自然境界相同，均是人生境界中的低层级，它是指

个体为获得功利而做事的一种状态。人有了自我意识，便会为功利

所影响，如果是陷入到功利中无法自拔，则会伤害到主体的精神自

由，使精神有着功利性，要将世俗功利内心所遮蔽，从而进入到无

功利的境界中。在庄子看来，个体需要做到无欲无求，才能够忘我，

摆脱利害观念，获取自由，不被利所约束。同时也要多加考虑心灵

的感受，排除目地性。只有心处于放空状态，才能够在刹那间静观

万象，体验到意境，获得精神自由，超出世俗功利的境界。 

（三）以美立人 

个体在为社会和公共利益做事时，做的事情均具有道德意义，

便使其人生境界实现道德境界。功利境界和自然境界均是自然产

物，几乎无需个体自觉，道德境界不是自然达成，需要个体深入理

解其中道理。中华美育精神便是主要内容，需要个体来领略艺术内

涵与审美内涵超越自然的境界，将其纳入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审

视，使其成为具有完整型的人生境界。儒家的美育观，重视教化艺

术的功能，使其在审美活动上完成人格修养和道德修养。 

（四）以美和天 

天地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指的是个体超出功利和自然道

德动机，从而做出有利的事情。在对个体追求中实现融合天、地、

人，这也是人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我国中华美育精神在于个体成长

过程中审美所发挥出的滋养作用，培育天、地、人和谐相处的人格，

从而实现超越个体的人生追求。我国美育精神内涵丰富，在包含人

生境界外，也含有民间美育、自然美育、艺术美育精神等，因此需

要挖掘出中华美育精神。 

二、各时期美育精神的传承 

美育指的是创造生活美和发现自然美的过程，在无形中享受美

感，完成审美认知，洗涤人们灵魂。真善美作为教学活动的主题，

人们追求真善美贯穿在中华文化历史中，因此要从更深的角度考察

美育精神。 

（一）中华美育精神的形成过程 

尚美作为华夏民族文化特征，华夏起源于左传中的裔不谋夏，

夷不乱华，华夏民族有着美艳的服饰，也体现着其内在文化气质。

我国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而民族对于美的向往却仍在探

究和追寻中，中华美育精神也在不断的传承和完善。在原始时代，

人们从打磨石器到制作动物武器、编制岩石壁画对于审美性有着种

追求。对原始美的感知，也让人们对自然界有着探索精神。在西周

时期，教育兼顾着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学校美育从先

秦时期便倡导乐教，通过礼乐文化来熏陶学生的性情和品行，孔子

也认定乐教的作用，礼乐文化传统也成为我国教育理念的一种方

式，诗歌能够把崇高的精神、枯燥的知识与哲理变成容易接受的韵

律，人们在乐律的熏陶下，能够解放愉悦的审美之情，从而实现延

伸思维，增长智慧。由乐表达了人和音乐间的情感、思想间的联系，

认为歌舞有着美育价值。乐教能够提升人们的道德素养，维护社会

秩序。我国文化在发展中得到了传承，美育在中华文化的各个阶段

均受到国家的重视，从而衍生出唐诗宋词等多种艺术硕果。在古代

教育中，中华美育不仅是重要组成，同时也是教育的核心内容。古

代教育演变，承载着中华民族礼乐教化的发展进程。 

（二）中华美育精神创新阶段 

华夏文明延绵不断，中华文化的特征是包容性和开放性，积极

吸取外来文化的养分，尤其是接收马克思主义美育思想的精神力

量，从而创新中华美育精神的发展体系。在上世纪将西方美学引进，

并且倡导应用美育。蔡元培号召将美育代替宗教，把美育归纳到教

育学，确保德育、智育和美育间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新文化运动

是实现思想启蒙的运动，我国学者倡导统一美学、美育和德育，从

而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融合外国美育思想，构建新式的美学理论和

美育范式。我国共产党重视文化工作，将马克思主义美育思想作为

基础，使其能够发挥出美育思想引领和政治宣传等多种激励作用，

突出社会主义文化时代性和实践性。我国毛泽东主席曾在文艺座谈

会上表明，将文艺作为革命发展的组成，成为人们打击敌人、消灭

敌人的武器，要使其得到熏陶，让人们能够同心同德与敌人抗争，

秉承文化艺术活动，从而为人们提供服务，积极发展社会主义产业，

使精神生活向更高台阶迈进。我们的教育方针需要使教育者在体

育、智育、德育上得到发展，变成社会主义文化劳动者。文艺工作

影响着青年思想倾向，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的团结和安定，文艺创作

需要根据国家、人民、党的利益开展工作。在上世纪 80 年代，我

国发生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号召语言、心灵、行为、环境美，

并且开展全面美育工作。上世纪末我国制定出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接班人，并对于接班人提出美德要求。本世纪初实施素质教育，

社会各界积极对此教育进行探索，国家教育方针也做出改变，学校

美育被赋予新价值内涵。 

（三）中华美育精神的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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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曾在文艺工作上指出，需要开拓创新、中西合璧融会贯

通，才能够使我国文化发展更加繁荣。美育实践是沉淀深化的过程，

要从实践刀刃上进行不断的尝试。在新时代下，教育事业发展快，

教育领域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入，学校美育工作打开新的局面。我国

召开的会议中指出，综合改革教育领域，并提出美与教学改革的理

念，倡导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审美素养，这也代表着对美育工作标

准更加严格，号召教学改革力度加大，使改革工作能够落实在实际

教学工作中。根据学校美育工作提出要求，夯实美育基础，加强建

设美育场所，从而向美育教育工作投入更多的经费，使德智体美工

作能够实现全面发展。将美作为培养教育人员的目标之一，从而培

养学生人格魅力，审美能力使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传播人员，

让中国精神作为社会主义的灵魂。在新时代下，学校美育工作需要

按照推进工作的建议进行贯彻。以习近平时代特色主义思想作为指

导，使美育发挥出育人的功能，保证新青年能够茁壮成长，实现德

智体美全面的发展，把握教育的规律，从而结合新时代教育和马克

思教育理论，开辟马克思主义教育新境界。 

三、中华美育精神产生的价值 

（一）以美育立心，弘扬铸魂价值 

新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要遵守社会主义办学新方向，在我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要将立德作为核心教育的流程，优化

教育目标，使其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加强文化自信，构建文化强

国，为推动社会发展提供指导，从而使其成为拥护我国共产党领导

的新人才。在一段时间内被教育所影响，有着重视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的形式，而忽视了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中华美育作为我国

价值观教育真、美、善统一的性质，指出在培养学生发现美时，也

是追求善的过程，它是一种家国情怀，对社会发展的追求，作为主

体对公共同体的认可，有效结合以美丽立德和以德树人，使学生在

求善求美时，能够寻找到人生奋斗的目标，让学生能够进入到超越

精神的一种崇高境界。彰显思想教育的价值观，驱动学生明确内心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人们福祉作为追求，从而为我国民

族复兴提供保证，将个体教育作为基础，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全

方位贯彻和多层次人物，承担起实现我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二）以美育俗人，实现全面发展 

全面推动人文素质教育发展，并且要在教育的各流程中统一德

育、智育、体育、美育，保证更好的协调多方教育，从而为教育事

业变革提供保证。加强改进学校的美育工作，以美化人、以美育人，

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提升审美能力。自工业革命机器化生产后，

我国物质文明得到发展，人们一方面享受着工业的产品成果，一方

面承担起被物欲和物化统治的风险。每个人被繁琐的工作和生活事

务中压迫，忽视了追求本新的意识，因此出现人格失衡、人文缺失

的问题。数字化时代，加速传播信息和知识，大众化审美干扰着审

美知识的推广，违反了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的和谐发展。中华美育作

为素养教育，传统文化对于理解传统、学习经典、提升人文素养有

着促进作用。中华美育也是完人的教育，使用礼乐教化能够让学生

对美有着新的感知，诗歌能够让人养成正确的审美观念，获取新型

审美形式感染人，将情感从欲望中打捞出来，让人形成文质彬彬的

君子。中华美育也要构造一个具有社会价值、自身价值和创造性的

人，使其实现全方位发展[1]。 

（三）以美育促行，传承中华文化 

思想政治工作在开展时，需要将习近平的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指导，将立德树人作为任务，将信念教育作为核心，引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开展文化育人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每日开展，

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决定着使用的方法，育人成效通常无法达到

效果。中华美育作为情感教育，通过礼乐诗书怡情养性。使用艺术

审美的形式，保证内心更加和谐，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审美，

在实践中感受到人和自然世界间的联系。实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让人有着更高远的愉悦精神。在陶冶美化中，使道德伦理内涵得到

升华。通过春风化雨和润物无声的育人方式，调动人们主观能动性，

使学生能够通过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懂得怎样去学习和热爱

学习，将学习作为快乐的事情，使其在愉悦的学习中接受思政教育，

保证教育有着美感，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塑造美好的心灵，

调动出新活力。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加强学生的自信。我国文化需要

回归初心，立于礼，成于乐，中华美美育作为文化自信的教育工作

基础，推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挖掘文化革命育人内涵，开展社会

主义先进教育工作，并且要凝聚美学特质和诗意情怀，突出历史厚

重感。美育民族以文化人，以美育人，夯实文化自信根基，使其能

够增进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秉承中华立场，构建美丽中国，突出

中华民族的品格和胸怀[2]。 

（四）以美育启真，发展马克思主义美育观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包含着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马克思主

义美育观念也是核心组成，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艺术是获取实践

精神的主要方式。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审美教育的观

点目标，形成的有机结合要从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分析

美的本质，从而让人们能够获取有关于审美教育的实验。在新时代

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实践劳动变革活动中要突出美，继承传统指

导。当下要开辟未来，遵循教学规律，凝聚人心，健全人格，培育

人才，造福人民，发展时期成为具有特色的研究方式。中华美育有

着包容性，为马克思主义美育观提供深厚力量，展现东方之美。我

国人民在建设改革中锻造社会文化，秉承人民为中心的审美立场，

突出英雄人物的纯洁性，弘扬当下工匠精神，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美

育提供新养分[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需要加大改进美育教学工作，提升人们人文素

养和审美素养，使用正确的审美观来引导，保证人们能够以审美和

艺术态度对待人生，提升美育效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加强文化

强国建设，使我国朝着文化强国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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