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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审美艺术教育思想对艺术教育的启示
周  涛 

哈尔滨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  要】: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怀特海过程哲学在西方国家开始产生影响，其审美艺术教育思想是怀特海过程哲学中

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怀特海审美艺术教育思想蕴含着独特而远见的艺术观，通过对怀特海著作的研读，笔者梳理出

怀特海审美艺术教育思想的主要观点。怀特海认为艺术不仅仅包括声乐、舞蹈、美术等狭义的艺术内容，还包括“生活的艺术”,

扩大艺术观教育和提高审美鉴赏力是主要内容。针对我国艺术教育窄化艺术教育内容、艺术教育偏重“成人化”等问题，

尝试从学校教育环境和校外教育两个方面增进对受教育者的审美艺术教育，希冀对艺术教育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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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是过程哲学的创始人，他创立

了 20世纪最为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他一生著作丰富，

涉及领域十分广泛，他对数学、逻辑学、哲学和教育理

论等方面都有深刻的造诣，日本研究怀特海的专家田中

裕，称其为“七张面孔的思想家”。怀特海在《观念的

冒险》这本著作当中，专门有一章对审美艺术思想进行

论述，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其《教育的目的》《科

学与近代世界》等著作中零散一些有关怀特海审美艺术

教育思想的深知灼见。可以看出怀特海对其审美艺术教

育思想的重视程度是不容小觑的。

1 怀特海审美艺术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怀特海曾言：“艺术含义非常广泛，我甚至不愿用

艺术这个名词。我所追求的广义的‘艺术’，便是具体

事物的方法，它把具体事物安排得能引起人们重视他们

本身可能体现的特殊价值。”[1]艺术是对一切美的体验

和认识，那艺术教育就不仅仅局限于审美教育，而且包

含德育智育等方面的教育内容，“艺术是表现各种现实

价值的一个机体，我们所要训练的是理解这样一个机体

的全面情况的习惯。”[2]所以 ,教育者需要实施更为广

义的大艺术观教育及大审美经验的培养。

1.1大艺术观的教育

“教育是引导个体去领悟生活的艺术，这里我所

说的生活的艺术，是指人的各种活动的最完美的实现，

它表现了充满活力的个体在面对现实环境时所具备的潜

能。”[3]教育者需要善于发现并激发受教育者本身的艺

术潜能，引领学生对艺术的独特感悟，提高审美的鉴赏

能力。艺术教育不能仅是绘画、音乐、雕刻等传统的艺

术教育内容，应该顾及生活中的点滴对受教育者影响，

以促进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可以看出，怀

特海认为艺术教育不仅仅是吟诗作画、吹箫抚琴，还有

是因为“艺术的存在使我们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妙”。
[4]“最重要的是，艺术和美感能扩大人们的感官世界，

使人对事物的价值有清楚的认识，独特的判断，从而形

成鲜明的个性。”[5]

在艺术教育中，个性的突出显得尤为重要，无论多

么有效的思维训练方式也不可能适合所有受教育者，不

能以某种固定的方法进行施教，容易扼杀学生对艺术的

想象与创造形成呆滞的思想。培养冒险精神就是艺术教

育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正因为有了它，教育内容才不是

众性质的单纯合成，使之更为丰富。“生活中的艺术就

是引导这种探险”个性的生成就是其凸显的表现，用怀

特海的话来说“部分有助于宏大叙事”。好比如罗马的

圣彼得大教堂所雕刻的精致花纹图样，彰显它整体的独

特魅力；夜空中点点繁星的闪烁，使之显得更广袤无垠。

从社会层面来看，怀特海认为，“历史向我们表明，

艺术的繁荣昌盛是各民族迈向文明之路上的首要活动。”

艺术教育对社会，甚至对国家都有不可分割的重要关系。

艺术推动历史时代的滚轮不断向前，对文明社会有促进

作用与重要影响。“艺术之于人类社会——就像——阳

光之于自然界。”那些坚持“为艺术而艺术”学说的艺

术爱好者言论已经不适于今日的成就，提高对艺术的重

视程度才有助社会的进步。怀特海反问道，“在现代教

育中，我们是否对艺术的重要性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如果忽视了艺术这个因素，那么肯定会蒙受不少的损失。

若唤不起受教育者对艺术的强烈愿望，教育必然又是失

败的。连很多不用耗费太多精力时间或资源且被人喜爱

的艺术，也变得黯然失色。但是怀特海认为，“我们还

需要尽最大努力，利用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新人：他们热

爱音乐，喜爱戏剧，醉心于造型和色彩的美。”可以看出，

学校是实施艺术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 ,增强艺术的情感

熏陶，探索艺术价值的方法。但是，对于更为广义的艺

术来说，怀特海认为，“我们也能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

提供满足这些情感的方式。”

1.2大审美的培养

从怀特海过程哲学的视域来看，一切事物都是由点

滴经验构成的，“而经验在他那里本质上是一种‘审美

经验’。”也就是说，美在事物中是无处不在的，没有

绝对的不存在美的事物。在《作为统一和多样平衡的美》

一文中哈特霍恩也曾强调：“完全非美的对象是不存在

的。”怀特海曾下过这样的定义，“美就是一个经验事

态中诸因素之间的相互适应”，而且“美有不同的等级，

不同类型的美也有不同的等级。”根据诸因素的抑制程

度不同，“美”可以分为“美”的次要形式和“美”的

主要形式。实施艺术教育最不可缺乏的就是“美”的主

要形式，它是以“美”的次要形式为基础，包含对比和

创造更具有灵动性。艺术教育较为容易达到“美”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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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形式，虽然也有美的存在，但“不同强烈程度的主体

形式并不相互抑制”，产生的美不免会让人感觉麻木不仁、

呆板生涩。若培养出对风格的鉴赏，那便是艺术教育的

功用，“按其最美好的意义，就是最终获得有教养的心

智，风格是最有用的东西。”怀特海认为，“我们的目

标是 ,要塑造有广泛的文化修养的人才。”艺术教育中

的审美的培养，对探索深邃知识又增加一抹色彩，我们

追求的是有独到眼光，有审美思想的全面发展的人。

审美在艺术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他的课程

中同样存在。“在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中，有三种主要

的教育形式，即文科课程、科学课程和技术课程。”[18]

艺术教育中培养审美能力尤为重要，但在其他的教育中

也存在突出的价值。

综上所述，怀特海审美艺术教育思想中不单单包含

狭义的琴棋书画等内容，还包含对生活的艺术，享受体

验生活价值的艺术内容。基于怀特海审美艺术教育思想，

教育者首先应该重视学校的舞蹈、声乐、钢琴等艺术教

育内容并与其他学科融合审美教学，其次，加强家庭与

社会对艺术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重视隐性课程的艺术

渗透。

2 怀特海审美艺术教育思想对艺术教育的启示
怀特海认为，“教育是教人们如何运用知识的艺术，

这是一种很难掌握的艺术。”但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个问题，

那就是“不能让知识僵化，而要它生动活泼起来——这

是所有教育的核心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记住，“不能

加以利用的知识是相当有害的”。基于笔者对怀特海审

美艺术教育思想的研究，结合我国艺术教育的现状，尝

试梳理出以下几点启示。

2.1重视学校教育中的审美艺术教育的开展

《学校艺术教育规程》中明确指出，“艺术教育是

学校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和内容，是素质教育的有机组

成部分”,实施艺术教育是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重

要一部分内容。为更好地发挥艺术教育在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中应有的作用，随着《学校艺术教育规程》发布后，

《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学艺术教育活动的意见》

出台问世，其是根据《学校艺术教育规程》发布实施后

仍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指导和意见。笔者认为，

就当前的艺术教育中仍存在的这些普遍性问题，可以尝

试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2.1.1扩大艺术教育意识加强审美教学

在学校的艺术教育中，教师是艺术教育活动的引领

者，也是实施艺术教育的主要工作者。所以，教师的艺

术观意识对艺术教育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当前的艺术

教育中还局限在狭义的艺术教育内容，如学前儿童有艺

术领域教学，中小学仍是固定的“艺术 =音乐 +美术”

教育模式，在实施艺术教育之前有必要明晰教师对“艺

术”的内涵。怀特海认为艺术是“生活的艺术”，可见，

艺术教育就不能局限在音体美的教育当中。

首先教师要注重艺术教育的本身，不能以任何形式

忽略艺术教育的存在，轻视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其次，

教师加强艺术教育内容的审美教学，艺术教育的内容过

偏，甚至出现“成人化”的误区，应引起教师的关注。

丰富艺术教育内容追求“美”的主要形式，其中蕴含对

比创造，能够激发受教育者的兴趣，愿意表现或创作艺

术作品的欲望。最后，引导受教育者对生活中的美多一

分留意并观察内在的美的价值。可谓生活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了发现美的眼睛。哪怕一片小小的落叶都有属

于它“美”的存在。培养受教育者主动思考、愿意思考、

深度思考的精神，对提出的问题有耐心地回答并尝试解

决，不打击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好奇心。

2.1.2艺术教育与其他教育有机融合教学

在学校仅仅通过艺术教育培养受教育者的审美鉴赏

能力是过单薄的，怀特海认为美是无处不在的，有的教

育包含的美或多或少，都是有美的存在，不能把艺术教

育同其他教育完全割裂开来。体育教育中各项的活动内

容从服饰到教学用具处处体现美的存在，可以在实施体

育教育的过程中，随着动作和语言的引导更恰当的融合

艺术教育。

2.2增进在校外环境中提升审美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不能仅依靠学校的教育培养受教育者的审

美鉴赏能力，我们更应该清楚的是，学校对受教育者的

培养时间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大多数时间是在生活中的

点滴对受教育者的影响。因此，校外的审美艺术教育也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需引起足够的关注。笔者从家庭和

社会两个层面做进一步的阐释。

2.2.1促进家庭环境中的审美艺术教育

家庭与学校是紧密联系的一部分，从对受教育者影

响的时间来看，家庭教育占有绝对大的优势。教育本就

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因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不同，

教育作用的潜在期或长或短，而且人的发展也是循序渐

进的过程，若想一次或几次的教育对受教育者产生极大

变化或影响，也是寥寥无几的可能。所以家庭环境中的

审美艺术教育，需逐步加强。

第一，从家庭的生活气氛来讲，要潜移默化的培养

受教育者的审美，比如常听曲艺的电视节目、播放古典

的音乐、悬挂类似梅兰竹菊的艺术壁画等等，都会对受

教育者产生影响。第二，从家庭的沟通活动来讲，提高

家庭成员互相陪伴的次数。这里所指的陪伴不是指家庭

成员之间毫无沟通，然后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这种仅仅

是低效的陪伴。

2.2.2联系社会环境中的审美艺术教育

每个受教育者都是社会群体的一员，每个有机体的

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的关系。那么，在实施审美艺术教育

的过程中 ,一定不可忽略社会因素的作用。那些“为艺

术而艺术”学说的艺术爱好者只会在乎事物自身的外形

美，在作品中当没有流露自己一丝一毫的情感，也缺失

了与社会联系的枢纽，断开了个体与社会的联系。从广

义上来说，怀特海认为，“艺术就是文明。”艺术教育

促进文明社会进步，社会也反作用于有机体。因此，社

会对受教育者而言，是实施艺术教育的舞台。

第一，鼓励受教育者积极参加艺术实践活动，在团

体中不仅与学校和家庭的环境不同，而且所涉及的艺术

教育内容也更具有新意。在实践过程中，受教育者可以

通过多种感官知觉来增强审美体验。如听一听虫鸣鸟叫、

摸一摸花草树木、闻一闻泥土的芬芳等等，会使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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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切实地体会生活中艺术独特之美。第二，感受优秀的中

华传统文化的美学力量。艺术教育的重要价值就是要保护

和传承优秀的文化，我国历史悠久，有很多珍藏的纪念物

被保存下来。从而影响受教育者，真正从传统文化与艺术

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对艺术作品进行有目的的欣赏。在当

下社会条件充足、交通方便的情况下，参观美术馆、博物馆、

建筑物等场所不是难于实现的。经过现场讲解员的描述，

每个受教育者都会有所理解或感悟。可以在参观结束后一

同围绕主题谈论各自的想法，或者直接用画作表达出来，

加深受教育者的审美印象和情感体验。

结语
总而言之，怀特海审美艺术教育思想为我国的艺术

教育提供的重要启示。扩大了人们对艺术教育的理解，

注重审美艺术的鉴赏能力，从而有助于教育者实施合理

艺术教育，校内环境教育与校外环境教育相结合实施更

广义的艺术教育课程。怀特海审美艺术教育思想丰富艺

术教育的理论、夯实艺术教育基础，纵向深入艺术教育

实施问题，为艺术教育的发展增添一份不可衡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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