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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理工科高校美育的“虚”“实”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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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5) 

 

[摘要]  美育的过程，不仅是实践的过程，更是孵化创新能力、化育心灵、立德树人的过程。大学美

育关乎大学生创新能力的转化程度、完整人格的习养塑造和大学人文精神的升华。由于对美育实践与

美学理论关系认识不足，理工科高校美育成果止于特长技能、美育资源难以整合、美育目标无法落地。

理工科高校要建构符合自身特点的美育体系，需将美学理论与美育实践的“虚”“实”加以融合。其

具体展开表现为：美育主体的双向互动、课程体系的学科融合、美育路径的“多而能一”。这种“虚”

“实”融合，为人才培养方案的顶层设计提供了一种思路，有利于推动教与学的双向创新，实现新时

代的美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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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审美实践历史悠久，审美活动在人类

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断凸显。因此，美的学科诞

生之后，其基本原理及理论的建构从未停止。基

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美学理论体系不

一而足，如西方美学史上以康德为代表的“思辨

哲学”美学体系，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艺术哲学”

美学体系，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美学

体系等。中国古代美学以审美体验的分析和描述

见长，像《文心雕龙》般“体大而思精”的文论、

美学论著屈指可数。现当代美学研究多借鉴西方

的理论体系，注重“自上而下”的宏观体系建构，

如实践美学、生命美学等。我们发现，在众多的

当代美学研究论著中，交叉最多的内容有：审美

范畴、美感和美育。这说明，当代美学研究注重

探讨审美活动中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的特征、美

感形成的原因，以及审美教育的途径、方法和功

能、地位等，正是这些内容构成了当代美学的主

体框架。 

就美学课程体系而言，理工科高校的专业课

程、基础课程、选修课程中都已不同程度地开设

了美学原理、部门美学、艺术鉴赏等相关课程。

我们看到，一方面，近几年来美育在高校中普

遍推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另一方面，在教

与学的过程中，新问题也不断涌现，如：如何

考量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美学课程体系对学

生人格塑造和人生理想的建构作用如何凸显？

审美教育如何促成审美能力转化为创新能力？

我们认为，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处理好美

学理论和美育实践的关系，做到美育的“虚”“实”     

融合。 

一、双向互动中的美育主体 

美育具有跨学科和实践性的特点，这意味着

我们必须找到美育过程中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

和学生二者关系的平衡点。在大学阶段的审美教

育中，教师既不能只教理论不讲实践，也不能只

顾实践不触及理论。学生也不能只会实践不懂审

美，只能简单模仿、机械复制，缺乏品味，思想

贫瘠；抑或只是纸上谈兵，空讲理论，没有实际

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对于美育工作者而言，以

必要的美学理论为基础，遵循审美规律开展审美

教育工作，进而推进美育实践，并为教学改革提

供理论支持；对于学生而言，审美实践活动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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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创造，审美创造启发审美感悟，审美感悟塑

造审美理想，审美理想完善人格、浸润心灵。如

此一来，美学理论与美育实践彼此融合，以美育

人的过程也次第展开。由美学理论与美育实践连

接起来的美育主体—— 教师和学生之间，展开双

向互动，施教者把美学理论转化为美育实践，化

“虚”为“实”；受教者在美育实践中淬炼高尚

的理想追求、精神境界，“实”中有“虚”，如此

一来，教与学的过程具有更强的包孕性，充满了

更多可能性，为教育主体的创新奠定基础。 

(一) 施教者：以美学理念贯穿教学过程 

蔡元培先生曾明确指出：“美育者，应用美

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1](174)

这里强调的是，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在美学理

论的指导下，实施以陶养情感为目的的审美教

育，以美学理念贯穿教学过程。从这一层面来看，

美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美育工作展开的基础，

也是美育理论形成的基础。目前，我国的中小学

美育主要以艺术教育的形式实现，这种方式在从

小培养审美情操、提高艺术修养、促进德育等方

面有积极作用，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把美育误读为

培养某种兴趣爱好、特长的教育，甚至将其作为

取得某领域等级证书的桥梁。这导致了中小学阶

段审美教育的两个极端，一是师资配备欠缺，课

程形同虚设；二是凭兴趣高额投入，美育转化为

功利需求。正因为如此，大学的审美教育愈显任

重道远。如何使前期的艺术素养得到适时、适度

的孵化，滋养心智的同时能转化为创新能力，进

而内化为德行并完善人格？这成为大学审美教

育的终极命题。 

从人的心智成长过程来看，步入大学阶段，

学生的思维方式、人格的可塑性达到了最佳状

态，大学阶段的美育关涉的不仅仅只是兴趣爱

好、特长技能，更重要的是人格养成。学生的人

生理想分层及某种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取

向逐渐社会化是在大学阶段完成的。在实际工作

中，我们通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不同专业、

学科之间存在美育推进的壁垒，尤其是理工科院

校的美学、美育课程常常作为文科生的必修课，

面向全校的公共选修课大多只是一些艺术鉴赏

课。在这种情况下，艺术鉴赏类的选修课程成为

理工科高校普及美育的救命稻草，但其蜻蜓点水

的方式与审美教育的最终目的相去甚远。与此相

对应的是，理工科院校美育方面的师资力量配备

比较薄弱，教师的美学素养参差不齐。教师们因

专业差异而各有所长，有的擅长美学史研究，有

的侧重美学原理探求，有的专注于某种艺术类型

的研究。由于缺乏统一的美育理念支撑，高校的

美育资源很难整合，教师们也很难在兼顾自己研

究领域的基础上，形成统一且有针对性的美育理

念。加之在美育实施的过程中，评判美育效果的

标准倾向于“实”，比如校园艺术活动的种类规

模、学生参赛获奖的等级与人数等，这在某种程

度上更加剧了美育“实”与“虚”的分化。对理

工科高校来说，锤炼有针对性的美育理念、加强

美学理论的系统引入尤为必要。 

一般而言，美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基础美学

和部门美学，美育理论通常作为基础美学的一部

分，部门美学如建筑美学、工业美学、广告美学、

传播美学等主要是某一领域内的具有针对性和

实操性的原则、规律。这二者和艺术教育一起构

成高校的美育课程体系。这就要求广大的美育工

作者熟悉美学基本理论，具备把美学规律运用到

具体的教学工作中的学养。因为美育是美学与教

育学、心理学、伦理学、脑科学等交叉的学科，

所以，只有站在美学理论这一基准点上，美育才

能做到学科兼容、“虚”“实”融合。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

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到 2022 年，美育“育人

成效显著增强，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明显提  

升”[2]。事实证明，美育目标不是开几门课或培

养几项特长就能实现的，它关系到学生创新能力

转化、身心和谐发展、价值观养成、人生境界提

升等多方面的问题。在高等教育阶段，美育目标

的实现直接关系到人的全面可持续性发展。对于

高等院校的美育工作者来说，实现这一目标的关

键是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整合学校资源，建立

美育课程体系，把美学理论贯穿到具体的理论教

学和实践教学、课堂教学和课外教学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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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教者：以体验获得美育实效 

对于受教者而言，接受审美教育的过程，不

同于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审美教育是一种以情

感陶养为目的的教育，其首先强调的是审美体

验，进而是审美的感悟与沉思。前者以身体的投

入、情感上的愉悦为特点，后者以心灵上的共鸣、

思想上的升华为特点。 

我们知道，“以身体之”是进入审美体验的

第一步，即审美主体亲身参与到审美活动之中，

以自身的审美感官接收外界的审美信息。从信息

传播的角度来讲，这是一次信息输入的过程。一

系列的审美信息经过大脑神经系统的加工处理

之后，可以实现再造信息的输出，即我们常说的 

“以心验之”。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产生的心

灵上的共鸣及体悟，类似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

验”，这种体验稍纵即逝却最为迷人。如果有相

应的知识积淀或在主体的大脑中能形成固定的

神经通路，那么，这种高峰体验就成为主体心灵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特定的符号系统存储在大

脑的信息库之中。这些信息一旦受到激活就将促

使主体输出这部分再造的审美信息，也就是我们

所说的体悟，从而进入审美体验的高级阶段。 

那么，怎样才能让外在的鲜活审美体验凝定

为内在的神经通路呢？这就涉及审美教育如何

由表及里、从身入心的具体过程，要求我们在美

育课程的开设方面做到科学有序、循序渐进，尊

重认知科学和脑科学的相关规律。 

在审美教育的过程中，施教者和受教者之间

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二者互为主体，相互激发，

推动教与学的双向创新。一方面，施教者作为主

体以自身的知识素养和知识架构展开科学有效

的教育工作，传授美学知识、培养审美的眼光、

激发创造美的热情，为教学改革和课堂创新提供

动力。另一方面，受教者作为主体不是被动地接

受审美的教育，其在审美体验的过程中产生的审

美感悟、高峰体验凝结为主体心灵的一部分，直

接转化为创新能力和创造力。所以，在审美教育

过程中，美学理论和审美实践之间的关系实际上

表现为施教者和受教者的双向互动。施教者既是

美学理论的掌控者，又是实施美育的操盘手，在

施教的过程中将美学理论和美育实践完美融合；

受教者既是审美信息的接收者，又是审美信息的

创造者，得到情感陶养的同时又可以创造新的审

美对象，在欣赏美、创造美中不断提升人生境界。 

二、学科融合下的美育课程体系 

从专业领域来看，美学的知识体系更侧重于

抽象概括和基本原理的建构。目前，理工科高校

开设的中西美学史、美学原理等课程旨在传递美

学的基本知识架构和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各

部门美学如广告美学、工业美学、文艺美学、传

播美学等又针对具体的专业而设，突出了美学原

理或规律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不可否认，作为一

门学科的美学系列课程在高校中都被赋予了美

育的使命，可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因

此，绝大多数高校，尤其是理工类高校打造了分

类齐全的通识课程体系或艺术选修课程体系来

弥补这一缺憾。王一川教授指出，“美育与艺术

教育的区分，就在于通过审美感官的愉悦或熏陶

而涵养人的心灵、灵魂或信仰”[3]。高校美育课

程体系关乎人的精神世界塑造。 

从理工类院校通识课程的设置来看，把美学

原理作为通识课的学校并不多，取而代之的是各

种艺术鉴赏类的选修课程。一般而言，艺术鉴赏

类的课程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实现美育目标

的直接手段。此外，理工科高校丰富多彩的校园

文化艺术活动、不同形式的第二课堂等也成为美

育功能实现的重要舞台，甚至在力度和效果上有

抢占美育课程风头的趋势。这样一来，高校的审

美教育会更多地依赖学生在课外活动中获得的

审美体验，课堂上受到的美的洗礼相对有限，这

也是大学美育难以评价和衡量的重要原因。虽

然，理工科高校的审美教育通过课外文化艺术活

动可以展开，其效果似乎在短期内看着明显而有

效，但是，美育要持续发力、深入心灵，使学生

终身受益，还应从根本上入手，即以美学理论为

指导，全面把握美育课程体系建构、美育实践的

方向，“虚”“实”兼顾。 

针对美育手段和美育目标的矛盾，有学者建

议，“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加强‘美育学’学科建

设”[4]。这就把美育理论的建构问题提升到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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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层面，在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分层、有序、

全面地展开审美教育。在美学理论的指引下，构

建科学的课程体系、丰富课程类型、创新授课形

式，以此来满足不同层面、不同喜好、不同专业

学生的需求，把美学理论和美育实践结合在一

起，充分体现出大学阶段美育的特点，促进美育

的效能释放。 

另外，理工科高校具有自身的学科特色和优

势，在美育方面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把美育理念

融入不同学科、专业中。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我

们充分发掘不同学科知识中的美育内容，比如形

式美要素中的数列之美、工业设计之美、化学分

子结构之美，工科课程学习中贯穿生态、环境美

学思想，工业产品的功能之美等。同一门课程可

以打造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课外延伸活动相融

合的立体化课堂，强化审美教育的内容；不同学

科、不同课程可以搭建跨学科美育主题平台，通

过校园文化活动，比如科技节、环保节等，激发

学生创造力，锤炼学生知识的转化能力，从而延

展美育成效，为专业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多而能一”的美育路径 

由于之前对美育实践与美学理论关系的片

面理解，很多美育工作者要么只考虑受教者的接

受效果，故而偏于艺术教育，要么只顾及施教者

的专业特长，故而急于宏观美学理论的普及，这

就使理工科高校美育陷入一边倒的尴尬处境。我

们认为，在美育开展的过程中，“多”是美育形

式多种多样，“一”是美育目标的指向一致。美

育实践和美学理论的融合，将培育并孵化多样化

的美育路径，推进高校美育循序渐进地科学展

开，有利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一) 情感浸入式的美育课堂 

美育也是一种教育，但这种教育不同于科学

教育，它更加感性；也不同于道德教育，它更注

重情感。情感浸入式的课堂，首先表现为施教者

充分利用人文素质类的通识或选修课程中的情

感性内容，以情感人，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加

深学生对人生不同况味的体悟，塑造完整人格，

培养高雅审美趣味。其次是施教者把专业课程中

包含的道德情操、伦理价值等引入课堂，加深学

生对专业的认识和对专业精神的尊崇向往。最

后，于理工科高校而言，在相对单一的专业教育

之外，审美教育可以呈现为多样化的校园文化活

动，情感因素的融入使学生的身体和心灵、理智

与情感、技能和素养等得到全方位滋养，人格趋

于完善。如果说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是大学

美育的外在形式，那么，情感浸入式的课堂是这

一外在形式形成的内在动力。理工科高校的专业

课程侧重于专业理论和技能的培养与训练，因

此，通识课程和选修课程就成为美育课堂的主要

阵地，而以往对于美育的理解建立在狭义的艺术

素养培养的基础之上，造成学生的审美素养和专

业素养难以互相衔接，情感浸入式的美育课堂或

可逐渐打破这种局面。 

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趋势，生活中各种美

的信息扑面而来，在网络信息化时代，如何在海

量的信息中获得审美体验、如何远离浅层低俗的

审美趣味、如何保持人格独立和思想深度等，都

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从立德树人的角度来看，

老师在课堂上的适时引导、恰当启发至关重要。 

(二) 发乎现实的美学理论 

当今时代，技术理性无孔不入，功利化的思

想也侵入大学校园。在这种状况下，理工科院校

的就业率分布失衡，工科比理科有优势，工科、

理科又都比文科有优势。这就导致大学的专业设

置以市场为导向，人才的培养以技能的培养为旨

归，审美教育几乎无处栖身，传统学科岌岌可危，

有的甚至成了独门绝学。再看现实的审美状况，

各种技术美学全面进入人们的生活：影视技术的

数字化，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全感官体验；流量

主导的视觉审美势头迅猛；艺术介入生活，人造

景观、文化旅游、民俗旅游得以全面甚至过度开

发；“诗与远方”的图景被复制粘贴；全球化背

景下的审美风尚多元化与趋同化并行……然而，

大学生的审美趣味、艺术品位、人生理想并没有

因“美的对象”剧增而得到提升。这是因为，大

量快餐化、复制化、浅层化、娱乐化的审美现象

造成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假象。技术加持的视觉

文化迅速崛起，使得这些迎合大众审美需求的

“美的对象”，搭载着网络快车获得广泛而快速



                                                                                           2021 年第 12 卷第 3 期 

 

84

的传播。与此相对，美学理论的普及、美学品格

的形成却需要更长时间的习养和化育。 

因而，我们需要在大学校园里开展紧贴审美

现实的美学理论教育，使广大学生能够从一定的

理论视角审视复杂多变的审美现象，懂得审美对

象的思想蕴含和文化价值，进而在现实审美中有

所取舍，具有审美鉴赏力和理论思辨力，形成自

己的审美品位、理想追求，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三) 协同创新的美育基地 

审美教育以情感化育人生，以美陶养情操，

是一种无用之用，在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中展

开身心协同的教育。在当前以市场为导向的大学

教育中，这种教育在丰富情感、健全人格、育人

成人、塑造和谐人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而，

美育的目标仅仅依靠散兵游勇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需要建立专业科学的美育基地，由专业人员

组织和展开科学有序的美育工作。各院校的美育

基地可以结合自己学校的办学特色、生源特点和

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本目标，逐步形成有特色、

有针对性的美育理念，制定科学有效的美育方

略，切实推进美育工作的开展。一方面，充分利

用和发掘本校的人文环境，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

工作、青年志愿者服务、大学生社团、校园文化

艺术活动、第二课堂等现有活动和载体，发挥美

育基地的实践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高校

间的资源整合、地方优势、校馆(博物馆、艺术馆、

音乐厅等)共建等方式拓展美育模式，发挥美育基

地的吸纳融合力。如此一来，逐渐形成师生之间、

专业之间、院校之间、校馆之间、校企之间等多

方联动的协同创新机制，为各种教育形式、各类

校园活动增加更多美育元素，释放美育基地的巨

大吸引力和功能辐射力，深化美育教学改革。 

(四) 有的放矢的校园文化活动 

校园文化活动已是一种普遍且有效的美育

方式。丰富多彩、健康有序、格调高雅的校园艺

术文化活动不仅是大学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也是无限延伸的审美课堂。一台晚会从节目

构思到舞美化妆、从视听效果到艺术感染力，哪

一样都少不了美育主体的审美眼光和对美的追

求，参与其中的学生自然而然地受到艺术的熏

陶、获得创造美的快乐。因而，各种形式的校园

文化活动成为广大学生体验美的方式之一。 

以美学理论为基础，校园文化活动设计需彰

显美育的价值功能，从审美情感、道德情操、心

灵化育、激发想象力、培养创新意识等不同的维

度展开，让丰富多样、各美其美的校园文化活动

有的放矢，科学有序。近年来，很多理工科高校

推出了众多弘扬传统文化的课外活动，如中华传

统乐器演奏音乐会、汉服文化节、传统节日体验

节、文创设计展示、中华礼仪讲座等，增加学生

对中国传统美学的体认，凸显学生的文化主体意

识，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和人文素养。因此，校园文化活动的宽广天地中

充满了鲜活的创造力。 

值得重视的是，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以

来，高校的大型校园文化艺术活动急剧减少，这

给美育实践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如何展开有效的

线上美育？线上美育的过程实施和效果评估如

何达成？线上线下的审美教育如何形成合力？

实际上，这些新问题为美育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契机。线上美育使得美学理论与美育实践的关

系问题更为突出，二者之间的“虚”“实”交融

更具有挑战性。虽然，相对于美学理论的更新和

发展，美育理论相对滞后，但是，丰富的美育实

践形式和现实的需求为我们直面问题提供了强

大的支持。当前，新时代的美育工作对我们提出

了新要求，只要美育理论不断跟进、美育课程体

系深度融合、美育改革创新的步履不停，到 2035

年“形成全覆盖、多样化、高质量的具有中国特

色的现代化学校美育体系”[2]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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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es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practice, but also a process of 

incubating innovative abilities, civilizing the mind, and moral education. University aesthetic education is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degree of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the cultivation of a complete personality, 

and the sublimation of the university’s humanistic spirit. Due to th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 and aesthetic theory, the achievement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are limited. In order to construct an aesthetic education 

system in line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aesthetic theory (“emptiness”)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 (“entity”)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Their performance is as follows: 

the two-way interaction of the subjec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the “multiple but one” approach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emptiness” and 

“entity” provides a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two-way innov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realizing the go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 aesthetic theory; integration of 

“emptiness” and “entity”; two-way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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