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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工人群体审美素养调查研究
杨彤彤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银川 750021）

【摘 要】 工人群体作为社会的主力军，其审美素养水平极大影响着整个国民的审美素养水平。本研究利用SPSS统
计分析软件对557个工人数据样本的审美素养数据进行分析讨论，以期得出工人群体审美素养的现状及其
特点。研究结果显示：①工人群体审美素养达到中等水平，且在不同层面存在着显著差异；②工人群体具
有良好的审美观念，但审美创造能力较弱；③工人群体艺术素养水平偏低；④工人群体对生活有着相对较
高的审美追求；⑤生活态度、阅读量、社区文化艺术氛围是影响工人审美素养的主要因素。基于以上调查
结论，本研究提出了提高工人群体审美素养的的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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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接收积极艺术观念的影响，增加更多艺术知识的机

会；其次，良好的阅读文本能够有效激发工人群体的审

美情感，例如，文学作品是作家思想感情、审美情趣的

集中体现，它通过经典的语言文字来调动审美对象的情

感。陆机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梁启超也精辟的总结了小说对人审美情感激发的四种方

式：“熏”“浸”“刺”“提”。可见，阅读量对工人的审美

素养的影响非常重要。但是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29.8%
的工人每天能够保证有不少于 1 小时阅读时间；34.8%
的工人喜欢阅读，并且阅读内容广泛。由此可见工人目

前的阅读状况并不理想，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人的审

美素养。

1.3 社区文化艺术氛围影响工人审美素养
社区文化艺术氛围是建构和谐社会的支撑，也是影

响工人群体审美素养的重要社会因素。根据回归分析的

结果可知，社区文化艺术氛围与其审美素养水平之间成

正比，社区文化艺术氛围越浓郁，工人的审美素养水平

越高。

通过调查，工人群体所在社区文化艺术氛围不够浓

厚是导致其审美素养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根据对艺术

氛围维度的调查数据，总均分与问卷设定的均分 15 分，

进行单样本 T 检验的结果 t（-7.569）=13.80，p<0.05 可

知，工人群体所处环境的艺术氛围均分明显低于问卷设

定的水平，表明工人群体所处环境的艺术氛围不够浓厚。

在调查中，只有 48.5% 的工人指出其所在社区有文化艺

术机构，并定期组织向观众开放的艺术活动；54.9% 工

人认为其所在社区较少艺术社团，且较少举办艺术活动；

44.7% 工人认为不能便捷地获取现在生活所在地的文化

艺术活动信息；67.3% 的工人认为“现在生活所在地的

文化艺术氛围不浓厚”。

2  提高工人审美素养的对策思考

对工人群体审美素养的研究不仅能够促进工人这一

群体中每个个体的艺术化生存，同时还有利于推动整个

国民审美素养水平的整体提高。工人群体的审美素养总

工人群体作为我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群体，在社会中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真正对这一职业人群的研

究并不多，从美育、从审美素养等相关角度的研究更是

少之又少。同时，工人群体审美素养水平的高低，密切

的影响着我国整体国民的审美素养水平，对于这样一个

重要群体的审美素养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工人群体审美素养的影响因素

审美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受多方面的影响，通过对影

响工人审美素养的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进行

回归分析发现，影响工人的审美素养的最主要的三个因

素依次为：生活态度、社区艺术文化氛围、阅读现状。

1.1 生活态度影响工人的审美素养
古往今来，人们在生活中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美，创

造着美，才有了辉煌灿烂的现代文明。正如马克思所说：

“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实际上，凡

是热爱生活的人，总是表现出对美的渴望和追求，生活

态度与审美素养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调查中我们主

要从生活价值的内在感受、生活工作的情绪情感状态、

对名利的态度这几方面观察工人的生活态度。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工人的生活态度不仅与审美素养之间具有高

度的相关性，而且与审美素养中的生活审美、自然审

美、艺术审美都具有高度的相关。调查发现，60.9% 的

工人业余生活单调乏味；61.4% 的工人对目前的学习和

工作缺乏兴趣；61.4% 的工人对目前的学习和工作缺乏

兴趣；66.8% 的工人对生活和工作缺乏好奇和探究的兴

趣；72.9％工人学习或工作紧张繁忙、压力大。总体来

看，工人群体的生活态度不够积极，匆忙的生活状态以

及不够积极愉悦的生活感受直接影响了当前工人群体的

审美素养水平。

1.2 个人阅读现状影响工人的审美素养
数据显示，平时阅读时间越多、阅读面越广的工人

其审美素养相对越高。阅读不仅对增长个人知识的具有

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阅读能为审美素养的提高搭建

一个理想的平台。首先，宽广的阅读面为工人群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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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表现不佳，存在一些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任重

而道远，它需要学校、企业、工人文化宫等社会各界的

支持与努力。

2.1 从加强学校艺术教育的家长参与度入手，培

养工人群体积极的艺术态度
中国的家长对孩子有着相较于其他国家家长更重的

负责意识，尤其关注孩子的学习以及孩子所在的学校，

身为家长的工人自然也不能例外。利用家长普遍重视教

育的这一社会氛围，加强学校的艺术教育的家长参与度，

吸引家长和孩子一起参与学校的艺术活动。充分利用学

校艺术教育的资源提高家长参与度，一方面可以在潜移

默化中优化家长的艺术教育观念以及其对艺术的兴趣，

从而更利于对家庭中成员的艺术素养的养成；另一方面，

学校艺术教育培养孩子积极的艺术态度同时，因为家长

的积极参与，孩子积极的艺术态度也会影响家长的艺术

态度。学生的艺术态度与作为家长的工人的艺术态度相

互影响并由量变达到质变，艺术态度转变为艺术行动时，

孩子和家长这种积极的艺术态度会在持续不断的艺术行

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学校的艺术教育作为工人群体

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之间的纽带，当这个纽带的作用充

分发挥的时候，将会在学生和家长之间形成一个相互学

习，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2 从营造包含艺术精神的企业文化入手，营造

工人群体所处环境的艺术氛围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物质文

化和精神文化。艺术作为精神文化的产物应该被纳入企

业文化中，企业文化不应该只包括企业的经营宗旨、价

值观念和道德行为准则、处事方式等内容，仅包含这些

内容的企业文化是不生动的，缺乏生气、没有创造力的。

企业文化还应该包括对美的事物的关照，对美的事物的

欣赏、追求，对艺术的爱好以及参与艺术创造的热情。

只有包含艺术精神的企业文化才能真正做到对企业本身

以及企业员工的关怀。

从外在方面，营造包含艺术精神的企业文化可以从

开展定期的艺术活动开始。公司在工作之余可以安排工

人组成不同的团队表演艺术节目，可以组织读书会、职

工音乐会、职工摄影展、职工工艺品设计展，等等。活

动类型可以设计的丰富多彩、多种多样，在愉悦工人身

心，使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的同时融洽了同事之间的关

系，营造出了包含艺术精神的积极活跃的企业文化。

从内在方面，营造包含艺术精神的企业文化可以从

鼓励职工追求艺术、欣赏艺术美的机制入手。艺术能够

恢复、拓展、发掘人在工业文明中已失去的感受力，丰

富人的情感体验，健全人格，使人成为智慧的人，与世

界和谐的人，追求艺术精神的人是人格趋于完善，有智

慧的人。包含艺术精神的企业文化不仅要鼓励员工追求

艺术，更为重要的是企业要尊重和肯定追求艺术精神的

员工。这种尊重和肯定不是仅仅停留在公司有艺术活动

时对拥有艺术技能的职工的需要，也不是委以他们某项

艺术活动的组织和策划的重任，这种尊重和肯定更应该

是建立一种长效机制，对追求艺术的员工进行培养并帮

助他们将他们的艺术精神转化为公司企业的效益，实现

艺术在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价值。企业是工人群体所处的

最直接的环境，只有从外在和内在机制两个方面着手去

建立包含艺术精神的企业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

群体所处环境艺术氛围不够浓厚的问题。

2.3 从加强工人文化宫的职能建设入手，提高工

人群体的艺术实践能力
工人文化宫、俱乐部作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窗口，充分发挥其职能能够有效的改善工人群体的艺术

实践能力。首先，工人文化宫一般都有教室、排练厅、

图书馆、阅览室等一些活动场地以及一大批专业、业余

文艺骨干人才，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同时结合工人群

体的艺术需要，开办工人群体乐于从事的如歌唱、画画、

书法、摄影、舞蹈、戏剧表演等艺术培训班，让工人在

业余的时间能够有机会系统的学习艺术知识、艺术技能、

艺术审美与艺术欣赏等内容。在丰富工人闲暇生活的同

时，使他们的艺术素养、审美素养有更进一步的提高；

其次，工人文化宫应有针对性的为工人群体开展一些艺

术活动，例如，利用企业文化、商业文化、广场文化、

街头文化等文化载体开展各种有益于工人群体身心健康

的艺术活动，同时开办一些文艺讲座，请艺术名家作客

与工人们交流互动，使他们有机会更加深入的了解艺术

的魅力；最后，工人文化宫应发挥工人群体文化艺术阵

地的作用，送艺术进工厂、进企业，增加工人群体参与

艺术的机会。总之，工人文化宫是工人群体自我娱乐、

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学校和乐园”，只有从加强工人

文化宫的教育职能建设，才能有效的提高工人群体的艺

术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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