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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学视域下
教师审美素养的意蕴与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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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活美学以感性的生活为根基,以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审美价值为目标,旨在提升人在现实生活

中的审美品格和幸福感。生活需要美,教育呼唤美。生活美学在培养人的审美情趣、提高人的道德修养、丰

富人的情感世界、弘扬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健康的娱乐方式等方面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生活美学

于教师而言,既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精神追求。教师的生活包括了感性的日常生活、理性的精神生活和

专业性的教育生活。借助生活美学理论探索教师审美素养的意蕴和表征,可以帮助教师从物质生活、精神生

活、教育生活等多个层面提升其审美观和审美能力。另外,丰富教师日常生活审美感知、拓展教师日常生活

审美内容、提升教师日常生活审美趣味,还可以提高教师的生活质量以及将审美素养转化为教书育人的能

力,从而促进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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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是在生活实践中产生的,美的生活能使

世界变得有诗意。生活美学呼吁人们以审美

的眼光关注生活,以美的标准改造自己、改造

人生、改造世界观,进而提出生活艺术化与艺

术生活化的新时代美学命题。教师作为生活

活动的个体,具有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活两种样

态,这表明教师的审美素养既可以体现在教师

个人日常生活中,对教师的日常生活趣味和生

活品质产生影响,同时又可以体现在教师教育

生活中,对教师职业认同感和成就感产生作

用。这些影响最终都会反映到教育教学质量

上。由此可以看出,借助生活美学视角探索教

师审美素养,不仅能明晰教师生活的内涵本

质,还可以勾画出教师职业生涯的发展框架,

这为揭示教师审美素养与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的关系以及将教师审美素养转化为教育教学

能力提供了路径,也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供

了可能。

一、生活美学的意蕴

生活美学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它将生活里的细节视为审美对象,把生活空间

看作审美场所,生活中的每一刻都被认作审美

发生的时间。生活美学强调个体的生活体验、
生活方式和生活境界,把美放在生活之中,在
生活中发现美的本质,提醒人们学会理解生活

美、发现生活美、创造生活美。生活美学重新

定义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对艺术的本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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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主客体、审美体验等都作出了新的阐释。
在中西方美学思想史中溯源“美学向生活

世界回归”这一观点可以发现,中西方对其阐

述不谋而合。研读西方美学思想史,可以看

到: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提出了

“美是生活”的观点,强调美源于生活,美就是

事物本身,若要追寻美的本质和根源,应该回

归现实生活,探求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本质

关系。这一理念打破了传统美学对美的定义,
将审美的视野扩大至生活中,赋予了生活日常

元素美的色彩;杜威(Dewey)的美学核心思想

认为“艺术即经验”,并指出每个经验都有自己

的开端与发展规律,具有不可重复性[1],艺术把

生活作为土壤,从生活这片土壤中汲取养料,
以生活中的经验作为创作的灵感来源;马克思

(Marx)主义哲学也强调生活是一切社会实践

的基础,提出人类共同体的实质就是生活,“共
同体就是生活本身,也就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

活”[2];等等。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可以发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生活气息,认为生

活是万物本源,万物都是融合在一起并相互贯

通的,艺术与生活之间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

的,而是彼此关联共生共赢的。儒家生活关切

“情”,道家生活关切“自然”,禅宗生活关切“悦
乐”。这向我们揭示了要“美”地“生”“美”地
“活”的生活本质,即按照美的规律塑造自我并

呈现生活和生命的本真状态。中国儒释道思

想都倡导重视万物生命的理念,并主张在生活

的细节处体现对生命的尊重与呵护,注重体会

日常生活所蕴含的哲理和生命美感。中国传

统文化哲学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反映了人们对

生活的期盼,其价值落脚点始终归于生活,这
构成了中国美学的底色。由此可以看出,无论

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美都是共通的,生活美

学是被广泛接受的。
生活美学创造出了颇具新意的观点。一

是审美主体的大众化。生活美学认为享受美

是人的专属权利,审美因为人的存在才得以发

生[3]。人是重要的审美主体,没有人的参与,就
没有审美活动的发生。生活美学以日常生活

作为审美对象,使美在大众生活中得以延展。
由此,大众成为审美主体,也成为创作主体。

人人都能将生活中的所见所闻通过艺术的方

式表达出来,从而呈现个体对事物的美的独特

看法和见解。二是审美客体的日常化。在生

活美学视域下,审美不仅是个体对艺术形式的

鉴赏,也是个体对生活本身的体验。审美范围

进一步扩大,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形

式,如美术、音乐、文学等,还包括自然之美、人
性之美、社会之美等内涵。哪里有生活的印

记,哪里就有美的存在。只要是能使人心情舒

畅、能激励个体进步、能引发个体思考的生活

形象或事物,就都属于生活审美的范畴。三是

审美方式的生活化。传统美学认为审美是审

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观照,生活美学则认为生

活体验是获取审美经验最直接、最高效的方

式。在传统美学研究中,大多强调审美主体对

审美客体的审美观照,其中审美客体更多的是

指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这种静观的

审美方式将审美活动与审美主客体隔绝开,审
美活动被认为是能触发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

表象的感性认识活动,从而导致审美主体的感

知力、鉴赏力等个性化差异被忽视。生活美学

提倡的审美方式则与之不同,审美主体在“活
生生”的生活中经历审美活动,审美客体由艺

术作品转变为美的生活本身,审美对象愈加贴

近大众生活,日常生活中更多平凡的人、事、物
都进入到审美范畴。

二、生活美学视域下教师审美素养的意蕴

生活美学以生活和审美为着力点,强调在

审美中再现生活、说明生活、认识生活和美化

生活,为教师审美素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

能。生活美学通过观照教师生命个体的完整

性,帮助教师提升审美趣味,并将审美趣味融

入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引导教师审美由追求

外在形式转向追求内在精神修养,从而提升教

师教书育人的能力和教育品质,以更好地促进

学生全面和谐发展。
(一)立足日常生活,丰富教师的审美感知

审美感知是主体感受、认识事物审美特性

的过程和结果[4]。心理学认为审美感知就是审

美感觉和知觉的总和。审美活动需要调动视

觉、听觉等相应的感觉器官对作品实现感性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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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审美感知是审美欣赏活动的必备要素。
只有敏锐、细腻、丰富的审美感知,才能实现审

美由“感”向“知”的转化。审美不仅涉及客体

的外在形式美,还涉及客体的内在本质美。生

活美学转变了审美观念,扩大了审美范畴:美
不再是艺术形态的专属,而是扩大到人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随着日常生活经验的丰富,主体

审美感知也会逐步提升。在生活美学的观照

下,审美范围扩大了,自然、社会、人文等都可

以成为审美对象。除了精致高雅的艺术品,日
常生活文化也处处蕴含着美的元素,如家居、
服饰、饮食、影视等各种日常生活事物,它们满

足了人们情感宣泄和表达的需要,这些都有美

的存在。美学向生活的转向,打破了生活与艺

术的界限,扩大了审美感知的范围,丰富了生

活体验,有助于提升主体审美感知能力。主体

的审美感知聚焦于现实生活,多彩的现实生活

又丰富了主体的审美感知,生活与审美感知的

良性互动,极大地促进了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

活化的流转。
生活美学将美拓展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

面,丰富了艺术的概念,使审美活动在日常生

活中得以发生。审美不只是审美主体对审美

对象的观照过程,还是审美主体在体验中享受

真正美的过程。倘若教师能够发现、体悟并鉴

赏到生活中细小事物所蕴藏的美,那么就会对

生活怀有欣赏和赞叹之情,进而产生喜悦、敬
畏之感。相较于传统的审美,生活美学强调审

美主体的参与,即“以真正平凡的方式对真正

平凡的事物审美”[5]。审美的过程是教师感知

能力提升的过程,也是生命体验和生活品质提

升的过程。审美感知使教师更加主动地参与

生活,并在活动中领悟美和获得美的体验。通

过活动,教师不仅能够认识到知识本身的意

义,还会引发深思,从而领悟教育事业的价值

和意义。生活美学中的教师审美感知,是通过

调动教师身体的感官,亲近审美对象,使教师

身心完全沉浸在审美氛围中。当建立起对周

围事物积极的审美态度时,教师就会像爱自己

一样去善待每一个生命,从而帮助教师更加深

入地理解生命的意义,体会教育的本真,领悟

教育、生活、审美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二)关注精神生活,提升教师的审美趣味

生活美学认为,只有真正热爱生活,才有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只有追求诗意的生

活,才能有美的人生。过诗意的生活亦是生活

美学的主旨所在。梁启超说,生活于趣味之

中,生活才有价值[6]。审美趣味是指人们根据

自己的审美观点,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各

种现象和事物以及艺术作品作出审美评价和

审美判断。审美趣味具有主观性,通常会表现

出审美选择的个体倾向性。人们的审美趣味

存在差异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等特点,这与每

个人所处的社会生活状况和所进行的社会实

践有关,也与其自身的审美素养、审美观点和

审美理想有关。休谟(Hume)认为,审美趣味

是天生的,不能强求统一。这一观点充分肯定

了审美趣味的个体属性,也就是“趣味无可争

辩”。但是,“趣味无可争辩”是有一定前提的,
这是因为审美趣味还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
伏尔泰(Voltaire)也指出,“趣味无可争辩”只适

用于感性层面,理性层面的审美趣味有一定的

审美取向和审美价值判断。如此一来,审美趣

味就有了高尚与低俗之分。教师应具备的审

美趣味无疑是以理性为指导的高尚趣味,包含

着文明健康和高雅的情操。
然而,过于琐碎和匆忙的日常生活使得部

分教师无暇感受教学生活的乐趣,超负荷的教

学任务和欠佳的工作环境也使得部分教师的

审美情趣匮乏。由此,教师逐渐失去对生活事

物和自然景色的关注。如果教师的生活审美

感知弱化、生活情趣匮乏、审美态度淡漠,那么

教师生活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便荡然无存。这

样的生活状态会使教师深感压抑,对教育的热

爱和情怀也会逐渐消退,从而出现工作被动、
效率低下等问题,甚至引发师生冲突。要将教

师从这种“无趣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就要唤起

教师对生活中美的热爱,调动教师感官审美功

能,使其视觉、听觉、嗅觉等感知系统变得灵敏

和强大。生活美学能让教师关注生活本身以

及美产生的本源,能引导教师在体验和积累当

下的幸福中实现生命的成长与超越。
审美趣味能够提升教师对美的鉴赏能力,

使教师能够感知到生活中美的形象、色彩、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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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等,同时也能使教师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美的

享受和美的愉悦体验。这些不断积累的审美

情感,可以帮助教师唤起对周围事物的热爱与

感动。因此,审美不单单是客体表象给主体带

来感官刺激的短暂性快感,还是一种长期性的

可以不断积累的热烈情感。教师经历的审美

体验不仅包括教师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愉悦,还
包括教师在社会实践、教育实践、学习和探索

中体现出的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追求。热爱

教育是教师生命力量的审美体现。教师凭借

着爱学习、爱学生、爱教育的理想信念和丰富

情感,在与学生的互动中,实现了生命的丰盈

与超越。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获得的审美体验

能够深深地渗透到其内心世界,从而影响着教

师的精神世界和审美趣味。
(三)聚焦教育生活,绽放教师的生命活力

生活美学旨在观照个体对审美人生的追

寻,即个体寻找生活价值、创造生命意义的过

程。“诗意栖居”是人生的追求,也是生活质量

的体现。生活美学关注人的主体性,关注人的

生存之境。在生活美学的观照下,教师不是一

个没有思想的教书工具,而是“活生生”的人,
有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向往以及实现生命价值

的愿望。关切教师生活质量就是关注教师的

生命潜能和生活语境,就是重视和尊重教师的

生命意义。
生活美学本质上是对生活的艺术化和审

美化,即把日常的生活艺术化,把艺术的生活

日常化,追求一种有质量的生活状态。教师的

审美素养会影响其生活质量。审美化的生活

追求一种有质量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行为方

式。审美主体不能脱离生活实践本身,也离不

开社会情境。所以,生活美学是审美化生活与

实践智慧的统一体。教师的审美素养是一种

浸润在生活之中的、没有形式局限而又无时无

处不在的完全美育观念,也是使教师能够从日

常生活中汲取审美养分,并将其外化于教育教

学过程中的能力。教育生活是教师重要的生

活维度。教育是一种生活,即教育是浸润在生

活中的、借助生活之境进行的活动。生活既是

教育的起点又是教育的归宿。教育的目的是

帮助学生走向未来生活,以及在未来能够创造

出更美好的生活。有质量的教育生活,不仅要

激发学生对自然风光、人文风俗的热爱之情,
还要创设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情感和思想交

流的平台,构建相互激发、相互提高、相互成全

的生态关系,使课堂成为一个自由平等、和谐

共生的审美化场域。

  三、生活美学视域下教师审美素养的

表征

  生活美学是以生活作为审美对象的审美

行为,是从人类的物质生活出发却又超越物质

世界,在精神庇佑和追求生命价值的过程中产

生的。在生活美学视域下,教师审美素养在生

活中形成和发展,并展现出独特之处。
(一)高雅的生活趣味

物质生活是教师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也是

教师日常审美的主要内容,包括饮食、服饰、建
筑、器物、交通等一切以物质资料为基础的事

物。教师的生活品位与格调表现为日常生活

中的审美态度、审美趣味和审美境界,体现的

是教师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能力。有品位的生

活离不开高雅的趣味。有品位的爱好与特长

能让教师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教学中也更

加得心应手。在生活美学观照下,教师的日常

生活蕴含着审美活动,教师在享受物质生活

时,其审美意识也会参与其中,甚至会基于日

常的生活元素创造美,从而改善和美化生活,
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教师的家居布局、色彩

搭配、服饰穿着等,都会体现其审美趣味;教师

的仪容仪态、行为语言等,都会显示其审美素

养。因此,教师良好的仪容仪表和生活习惯都

能彰显其个人气质、文化修养和精神状态,是
其人格魅力和心灵世界的外在表现。教师的

美好形象可以赢得学生的尊重和爱戴,可以给

学生以美的享受,引导学生的趣味向美的方向

发展。在生活中,教师可以通过欣赏电影、音
乐会、话剧、摄影、舞蹈、绘画等丰富多彩的艺

术,提升生活趣味和自身的艺术审美能力。一

方面,高雅的艺术作品往往能够借助艺术手段

来表达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等复杂情感,
教师通过欣赏这些作品,可以了解艺术审美的

多元化表达方式,增加对社会生活的多元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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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丰富对生活的感悟;另一方面,教师通过调

动身心系统,感受日常生活中美的气息,享受

自然风光带来的愉悦心情,享受社会文明进步

带来的生活便利,享受动手参与美化环境带来

的内心满足。当教师沉浸在这些精神感受中

时,生活就成为滋养教师审美素养的源泉。
(二)崇高的精神境界

崇高 是 一 种 重 要 的 审 美 形 态。康 德

(Kant)认为,崇高和美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二

者本身都是令人喜欢的,崇高不是凭借感官作

出的规定性判断,也不是靠着逻辑推理作出的

规定性判断,而是以反思性判断为前提的[7]。
人类之所以成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就
是因为拥有精神世界。“个体精神只有发展到

审美的高度,才算是完全自由的。”[8]教师的精

神生活之美,是指教师具有丰富的生活情趣,
教师能带着诗意的眼光看待周围的生活世界,
其可以改变教师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并使教

师从日常简单而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乐趣以及

享受欣赏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和自由。康

德认为美是超功利的,即美能使人抛弃一些自

私自利的想法。美育能让人树立一种崇高的

精神境界。教育肩负着崇高的使命,教育拥有

崇高的目的。就此而言,教育与崇高有着密切

关联:教育以实现社会公平为理想,以人的诗意

生活为目标,以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为追求[9]61,
这些理想、目标和追求都具有崇高性。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师工作无疑是辛

苦的,教书育人是一项需要教师具备坚持不

懈、持之以恒精神的事业。教师工作也是崇高

的,将辛苦的眼前生活变成崇高的诗意生活,
需要教师有较高的审美素养和对教学生活积

极的精神追求。当有较高的审美素养时,人是

自由的、轻松的、愉悦的。同样,教师有较高的

审美素养时,也更容易保持平常心态坦然面对

生活和教育中的困难、压力与琐碎,以及生活

和工作中的失败、挫折,而不是怨天尤人、满腹

牢骚。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使教师能够发现

生活和工作中的乐趣。在劳动实践中,教师逐

渐认识到人存在的意义与生活的本真价值,从
而努力丰富自己的生活,把原本平淡的生活和

教育工作经营得有声有色,进而实现自己的生

命价值。精神生活的美能激发教师的内在动

力,使教师能以真挚的情感和美好的心灵去感

受和欣赏自然生活、社会人文的美,从而唤起

教师对生活的热爱并提升其对教育事业的认

同感。正如朱光潜所说:“我坚信情感比理智

重要”“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10]。
有了情感的参与,教学活动才不会沦落为教师

的谋生工具,教育的育人价值才得以实现。领

悟精神之美的教师会以积极、悦纳和宽容的心

态,对待自己和周围的现实世界。教师只有拥

有丰富的精神审美体验,才能挣脱生活和现实

的束缚,不被功利羁绊,着眼于学生未来的发

展,以丰富学生的心灵世界为己任,与学生共

同沉浸在创造美好教育生活的过程之中。
(三)坚定的教育情怀

教育情怀是教师对教育事业的一种深沉、
持久、执着的情感。拥有教育情怀的教师在教

育事业中通常具有更高的教育智慧和创造力。
教育情怀是促使教师坚守教育事业的原动力。
教师只有在愿意将教育教学看作实现人生价

值的崇高追求时,才能在心中生成对教育事业

深沉、持久且难以割舍的情感。只有拥有坚定

的教育情怀,教师才能够充分感受教育生活蕴

含的美,并由此生发出将教育作为自己毕生追

求的那份热爱和执着。教师教育情怀与教师

审美素养有关。教师审美素养是教师热爱工

作的体现,是教师认同教育事业、践行教育使

命的基石,是教师高尚人格的标尺,也是教师

创造教育美好生活的内生动力。教育作为促

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活动,当然也应当按照

美的规律来进行。拥有审美素养的教师容易

创造出优质高效和艺术化的课堂教学。教师

沉浸在和谐的教育生活中,坚实的专业知识基

础、先进的教育理念、深厚的文化修养和职业

情感,都使教师可以以审美的方式教书育人。
正如叶澜教授所说,教育是“教天地人事,育生

命自觉”[11]。教师在教育生活中,不是机械地

从事教学活动,而是将教育看作启迪智慧、陶
冶情感、传承文化的活动,实现让学生获得知

识、形成审美素养、提升文化修养和塑造健全

人格的目的。教育审美素养是教师重要素养

之一,也是教师综合能力之一,更是教师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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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体现。教师以身示美、以教育人,践行

着诲人不倦的奉献精神,展现着有教无类的宽

厚气度,体现着教学相长的谦虚品格,彰显着

尊重理解学生、崇尚真知、捍卫真理的价值追

求。生活美学观照下的教师,积极践行着以美

启真、以美达善的宗旨,引导学生在教育活动

中主动探索、深入联想、积极想象,带领学生冲

破学科知识的藩篱进入审美的精神空间。

  四、生活美学视域下教师审美素养的

养成路径

  教师审美素养是教师职业美的内在基础,
对促进教师个人发展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在生活美学的观照下,教师审美

素养的提升可以从物质、精神两方面着手,坚
持实践探索、守正创新原则,将审美素养转化

为教书育人的能力。
(一)在日常生活中提升审美素养

审美素养是审美经验、审美情趣、审美能

力、审美理想等审美活动的总体体现,既表现

为人们对美的感受和欣赏的能力,又表现为人

们对审美文化的鉴别能力和对审美文化的创

造能力。审美素养是人的基本素养之一,更是

教师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之一。教师是生活

在真实社会环境中的人,教师审美素养的养成

与周围环境是息息相关的,教师审美素养是随

着生活实践的积累而不断变化的。因此,教师

要主动从日常生活中感受美、发现美,并以美

的标准改造自己,提高自身审美品位。
首先,学校和教师都要主动创设“诗意栖

居”的日常生活环境。生活环境对教师审美素

养的形成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要加强日

常的美感体验,通过色彩和形状的变化,创设

更多美的事物和环境,使自己获得美的视觉感

受,以满足审美需求。其次,学校要组织丰富

多彩的审美活动。比如:鼓励教师走近自然,
感受和发现天地之美;组织教师参观历史古迹

和人文景观,感受社会人文之美;等等。通过

这些审美活动,教师可以感受“天地万物之大

美”,从自然环境、人文风俗、社会历史中汲取

审美养分,将日常体验化为审美经验,把审美

活动融入日常生活中。再次,学校要加强美丽

校园建设。学校作为教师生命价值的主要场

域,学校文化和校园建设对教师审美素养的发

展起着重要作用。当置身于优美的环境中时,
教师会自觉地将美作为自身行为的标准,用美

的行为感染和影响周遭世界。学校应该关注

教师的生活状态,进一步完善学校内部的学

习、娱乐、文化交流等场所设施,使教师能够在

更加健康、和谐的环境中生活。最后,学校要

组织教师开展审美实践活动。学校应该丰富

教师的业余生活,鼓励教师在生活中培养高雅

的兴趣爱好,如书法、绘画、茶艺、插花、诗词诵

读等,促使教师将日常闲暇生活与艺术实践、
艺术创作结合起来。教师在陶冶情操的同时,
还能享受生活带来的轻松愉悦,提高生活审美

品位。
教师审美素养的提高依赖于教师自我审

美修养的完善。教师审美素养是以个体审美

心理结构的自我完善、自我塑造为特征的,具
有自我美育的特点,需要发挥教师自身的主观

能动性与积极性,是教师由内而外地培养起来

的审美意识。审美意识、审美修养是教师审美

素养提升的重要推力。教师生活审美素养能

够让教师认识到生活中的真善美,能够提升自

身的审美趣味和生活品位。
(二)在精神生活中提升思想境界

人的生活不仅包括物质生活,还包括精神

生活。精神生活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

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与精神

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类的劳动不仅是谋生,
同时还是享受,是在谋生中获得享受,在享受

中谋生。教师不仅能感受美和参与生活中的

审美活动,赋予寻常生活事物诗意的价值,还
能获得内心深处的感动,使生活富有灵气和趣

味,由此体验到生活的审美韵味。教师还会将

对生活美好的感受上升到精神享受的高度,对
美的持续体验、感悟和鉴赏的过程,也是不断

进取、自我发展、创造生命价值的精神生活的

过程。
教师在创造精神生活的过程中,会自觉学

习审美知识,完善审美知识结构,为提升思想

境界提供支撑。教育之路漫漫,身为一名教

师,要追求怎样一种有境界的精神生活呢?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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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教师要以立德树人和以美育人为使命。教

育活动体现着真善美的价值。“真”是教育的

主要任务,包括知识、原理、规律等内容,通过

教育,使人类文明成果得以传承,使人类不断

明晰自然规律,从而改善生存条件、提高生活

质量;“善”是教育的社会目的,学校教育的一

项主要任务就是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塑造

学生独立的人格,涵养学生美好的德行,使学

生成为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公民;“美”是教育

的最高境界,也是教育的最终追求,教育要赋

予学生生活的智慧,自由的心灵空间,促进其

人格和谐发展[9]63。其次,教师要淡泊名利,乐
于奉献。在教育生活中,受到功利主义思想的

影响,部分教师在面对工作考评或职称晋升的

时候,往往被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所蒙蔽,陷
入工具的泥潭中,这既违背了教育的规律,又
不符合“美的教育”的本意。有境界的教师,应
能够摒弃外在的功利性目的,享受教书育人的乐

趣,享受工作带来的满足感和精神世界的充实感。
境界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体验,是在感受

生活美的基础上,对生命价值的一种领悟,是
对教育工作本质进行深刻认识和反思的结果。
教师只有不断地追求美,才能深刻领悟职业生

活的意蕴,把平凡的日常工作上升到精神享受

的高度。教师当激发出自己的灵性和智慧时,
就能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生命的成长,就能以审

美的眼光发现学生的亮点,从而营造宽松和谐

的成长环境,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
(三)在教育生活中提升育人能力

教育生活是教师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师的审美观念是教师价值观、世界观、教育

观的体现。教师的日常审美素养在教育生活

中通常表现为一种教育能力,在教育实践中,
要积极推动这种能力的转化,开展以美育人、
以美化 人、以 美 润 心、以 美 培 元 的 学 校 美 育

工作。
第一,树立全人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

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强调:
“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

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

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12]这些要求不仅

是美育的工作要求,也是教育的核心使命。教

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这个“德”,不仅包

含政治和道德范畴,还包含以政治和道德为核

心的人文素养。人文素养使人成其为“人”。
教育就是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13]。叶澜曾说,
教师应该是点亮学生心灯的“启蒙者”,是用人

类文明使学生成人的“养正者”,是学生才情、
智慧、人格发展不可替代的“助成者”[14]。因

此,教育是使人走向美好生活的阶梯。所谓

“美好生活”,就是指一种幸福且有意义的生

活,是集体、社会高度凝练的精神文化[15]。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指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

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16]。教育的审

美化改造,就是要提高学生审美趣味,夯实学

生社会价值观念,培养学生创建美好生活的能

力。
第二,鼓励教师成为艺术家。从外表来

看,教师要塑造自身美的形象,即关注修饰之

美、风度之美、教态之美等。具体而言,就是教

师在课堂上,着装打扮要大方得体,语言要风

趣幽默、言之有物,举止要庄重文雅,肢体动作

要潇洒优雅,面部表情要舒缓和蔼,等等。教

师呈现的仪态之美能引起学生浓厚的听课兴

趣,使学生在与教师的对话交流中获得身心发

展。从内涵发展来看,教师应该如同艺术家一

样,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能够引领学生领略世

界的美好、体会知识的奥秘、感受生活的意义。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始终以审美的态度对待客

观对象,包括知识、学生,还有日复一日的工作内

容等,这能够使教师的生命保持青春的活力。
第三,构建审美化课堂教学模式。教学美

的构建策略是反映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重要

指标。为此,教师要加强教学内容的审美意

蕴,优化教学过程的审美设计,美化教学的各

种手段,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打造课堂审美

化场域,促进教学审美化模式的构建,从而使

课程学习成为学生探索真知的过程[9]70。
第四,推动教育教学创新。教师的工作是

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教师的工作不是简单日

复一日重复,而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教师职

业美的本质在于自由创造[17]。创造的人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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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才是审美的人生。
人在审美活动中总是充满生命的活力和创造

的追求[18]。叶澜说,教师是从事点化人之生命

的教育活动的责任人,没有教师的创造性劳

动,就不可能有新的教育世界,教师只有将创

造融入自己的教育工作实践,才能体验到这一

职业内在的尊严与欢乐[14]。教师和学生是创

造的共同体,彼此相互欣赏、相互鼓励。教师

的智慧与教学艺术是学生前进的明灯,学生的

进步与愉快成长是教师的工作目标和人生追

求。创造是教师能力的体现,是教师职业尊严

的象征,是教师人格自由的见证,是教师生命

自主的标志。教师在创造学生未来的同时也

在创造自我美好的人生[9]82。

参考文献:
[1] 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M].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0:42.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共中

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

版社,1956:487.
[3] 李逸津.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53.
[4] 朱立元.美学大辞典[M].修订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

社,2014:88.
[5] 艾伦·卡尔森,王泽国.日常生活美学的困境与出路[J].

哲学动态,2013(4):101-105.

[6] 梁启超.生活于趣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10.
[7] 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83.
[8] 唐松林,李吟霁.走进人文精神的教师专业发展[J].教师

教育研究,2016(2):20-26.
[9] 何茜.课程美学导论———基于美学取向的课程探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10] 朱光潜.谈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14.
[11] 叶澜.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10.
[12] 习近平.习近平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回信强调 做好美

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

长[N].人民日报,2018-08-31(1).
[13] 刘纲纪,曾繁仁,董学文,等.美育如何为人民美好生活赋

能———新时代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大家谈[N].光明日报,

2019-08-21(13).
[14] 叶澜,王枬. 教师发展:在 成 己 成 人 中 创 造 教 育 新 世

界———专访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J].教师教育学报,

2021(3):1-11.
[15] 何茜,余雁君.新时代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时代使命与价值

重构[J].课程·教材·教法,2023(2):136-141.
[16]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25)[2023-03-01].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

htm.
[17] 王枬.美丽教师———教师职业美的研究[M].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2.
[18] 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46.

TheImplicationandCultivationofTeachersAestheticLiteracyfromthePerspectiveofAestheticsof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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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outhwestEthnicEducationandPsychologicalResearchCenter,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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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feaesthetics,withthesensual“life”asitsroots,aimstoenhancetheaestheticcharacterin
reallifeandmanshappinessbytakingtheaestheticvalueofthereal-lifeworldasitsgoal.Lifeneeds
beauty,andeducationcallsforbeauty.Lifeaestheticsplaysauniqueroleincultivatingpeoplesaes-
theticinterests,improvingtheirmoralqualitiesandenrichingtheiremotionalworld,promotingposi-
tivelifevaluesandguidinghealthyrecreationaldirections.Asforteachers,lifeaestheticsisbothanat-
titudetolifeandaspiritualpursuitbecauseteacherslifeincludessensualdailylife,rationalspiritual
lifeandprofessionaleducationallife.Aestheticqualityofteachercanimprovetheirtasteinlife,ex-
panddailyaestheticcontent,andimprovethequalityoflife.Theaestheticqualityofteacherincludes
elegantlifetaste,loftyspiritualrealmandimmovableeducationalsentiment.Educationallifeisimpor-
tantforteacherslife,andeducatingpeopleisakeypartofit.Withthehelpoflifeaestheticstheory,
thispaperistoexploreteachersaestheticattainmentandcultivationpath,forenrichingandimpro-
vingteachersaestheticqualityinmateriallife,spirituallifeandeducationallife.Inaddition,thetrans-
formationofaestheticqualityintoteachingandeducatingabilityshouldbepromoted,soastoachieve
high-qualitydevelopmentofeducation.
Keywords:lifeaesthetics;teachersliteracy;teachersaestheticliteracy;educationalability;educational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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